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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新时期“临安精神”

崇文 尚德 励新 厚生

!!!!!!!!!



【市名由来】 临安市是太湖水系

的源头，位于杭州市西郊，距杭州

市区 ４６ 千米。“临安”作为县名由

来已久，据临安旧志记载，临安县

建置始于东汉建安十六年（２１１），
时称临水县，县治在高虹镇高乐

村。西晋太康元年（２８０），因境内

临安山而更名临安县。清乾隆《临

安县志》载：临安山位于“县西南

十八里”“高一百丈，周二十三

里，《太平寰宇记》云：‘县取此山

为名’。”

南宋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定都杭

州，升杭州为临安府，临安为其属

县。“杭州”当时称“临安”，有三

说：一是寓有“君临即安”之意；二

是南宋朝廷感念吴越国王钱镠对

杭州的历史功绩，以其故里“临

安”为府名；三是南宋偏安江南，

有“临时安置”之意。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临安撤县设市。

【市树银杏】 银杏，别名白果树、

公孙树、鸭掌树，属裸子植物。以

“活化石”著称的银杏，在中生代

侏罗纪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而

野生状态的银杏仅零星分布于西

天目山海拔 ３００ 米～１２００ 米地带

和山谷中。１９７８年出版的《中国

植物志》第 ７ 卷《裸子植物卷》载：

“银杏为中生代孑遗的稀有树种，

系我国的特产，仅浙江天目山有

野生状态的林木。”２００４年第 ３ 期

《中国国家地理》载：“目前，世界

上只有我国浙江西天目山尚残存

少量野生和半野生状态的银杏。”

西天目山上有银杏 ２４４ 株，其中，

最负盛名的银杏被称为“五世同

堂”，有 ２２ 株，位于海拔 ９６０ 米

处，开山老殿下方约 ５０ 米，它是

西天目山的一个知名景观。

临安银杏古树颇多，全市各

镇（街道）均有分布。龙岗镇千顷

塘 １ 株银杏高 ２０米，胸径 １．１米，

树龄 １３００年。湍口镇勤丰村 １株
银杏横卧小溪，５根分支向溪中平

伸，形成“卧银杏”，树龄 ５００ 余

年。清凉峰镇乾山村两株银杏高

２８ 米，胸径 １．２ 米，冠幅 ２０ 米×１５
米，树龄 １０００余年。１９８６年 １月
１９日，临安县人大常委会八届十

一次会议通过议案，把银杏树确

定为临安“县树”。此后，市民广泛

种植，１９８７～１９８９ 年，全县种植银

杏 ２４万株。银杏叶还被用作中国

首届森林风景资源博览会会标和

临安电视台台标。

【城标《吴越风》】《吴越风》城标

建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高 ３０ 米，由钢

筋、水泥、石材构建。雕塑 ３ 根立

柱象征森林，寓意临安是一座森

林城市，也是一座现代化的充满

蓬勃生机和活力的城市；柱体上

雕刻 ９ 片银杏叶，体现大树王国、

生态城市特色；中部正方形是雕

塑主体，四面为“钱王射潮”“衣

锦还乡”“保境安民”“纳土归宋”

西天目山“活化石”银杏———“五世同堂”

锦城城标———《吴越风》

图 ４６

图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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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体现临安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吴越文化底蕴；雕塑底部为

“大树之冠、吴越之尊”８个篆体大

字。该城标由浙江大唐文化艺术

公司设计。

【历史沿革】 出土文物表明，早在

旧石器时期，就有先人在临安这

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出土的石斧

石刀，为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农

业生产工具，距今约 １０ 万年；新

石器时期的石器残件、陶器残片

和磨制工具等多有发现，距今约 １
万年；良渚文明时期的玉器在临

安也有出土。

临安市全境系原临安、於潜、

昌化三县合并。西汉前，三县无建

置。春秋时，市境东南地域属越，

西北地域属吴。周敬王二十六年

（前 ４９４），吴占越地，全境属吴。

战国时，周元王三年（前 ４７３）吴
为越所灭，属越地；周显王三十五

年（前 ３３４），楚败越，属楚；秦王

政二十五年（前 ２２２），秦灭楚，境

东南属会稽郡余杭地，西北属故

鄣地。

县治建置有 ２１００余年。西汉

武帝元封二年（前 １０９）设於潜县；

东汉建安十六年（２１１）置临水县，

晋太康元年（２８０）改称临安；唐垂

拱二年（６８６）置紫溪县，北宋太平

兴国三年（９７８）改称昌化。１９５８
年，余杭县并入临安县，於潜县并

入昌化县。１９６０年，昌化县（含於

潜）并入临安县。１９６１年，原余杭

县析出（见表 ３）。

【 地 理 位 置 】 临 安 市 总 面 积

３１２６．８ 平方千米，位于浙江省西

北部天目山区，北纬 ２９°５６′～３０°
２３′、东经 １１８°５１′～１１９°５２′；东邻

杭州市余杭区，南连富阳市、桐庐

县和淳安县，西接安徽省绩溪县、

歙县，北界安吉县及安徽省绩溪

县、宁国市。市境东西长约 １００千
米，南北宽约 ５０ 千米；中心城市

锦城（概指临安市治所在城市）东

距杭州市 ４６ 千米，西距黄山市

１２８千米，处在杭州至黄山的黄金

旅游线上，杭徽高速公路贯穿全

境，交通便捷。

【地形地貌】 临安市属江南地层

区中江山至临安地层分区，境内

地层自元古界震旦纪至新生界第

四系，除中生界三叠系和新生界

第三系缺失外，均有发育；区域构

造属扬子准地台钱塘台褶带。在

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受印支运动

和燕山运动的作用，构成境内地

形地貌的多样性和奇特性。

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

斜，市境北、西、南三面环山，形

成一个东南向的马蹄形屏障。西

北多崇山峻岭，深沟幽谷；东南为

丘陵宽谷，地势平坦，全境地貌以

中低山丘陵为主。西北、西南部

山区平均海拔在 １０００ 米以上，东

部河谷平原海拔在 ５０ 米以下；西

部清凉峰海拔 １７８７ 米，东部石泉

海拔仅 ９ 米，东西海拔相差 １７７８
米，为浙江省罕见。境内低山丘

陵与河谷盆地相间排列，交错分

布，大致可分为中山—深谷、低山

丘陵—宽谷和河谷平原三种地貌

形态，中山（海拔 １０００ 米以上）面

积占 ５．４％，中低山（海拔 ８００ 米～
１０００ 米）占 ８．８％，低山（海拔 ５００
米～８００ 米）占 １８．３％，丘陵岗地

（海拔 １００ 米～５００ 米）占 ５７．４％，

河谷平原（海拔 １００ 米以下）占

１０．４％。

【气候】 临安地处浙江省西北部、

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南缘，属季

风型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

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均降水量

１６１３．９ 毫米，降水日 １５８ 天，无霜

期年平均为 ２３７ 天，受台风、寒潮

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境内

以丘陵山地为主，地势自西北向

东南倾斜，立体气候明显，从海拔

不足 ５０ 米的锦城至 １５０６ 米的天

目山顶，年平均气温由 １６℃降至

９℃，年温差 ７℃，相当于横跨亚热

带和温带两个气候带。

【人口状况】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户籍

人口 ５２９７１７ 人。其中，男性人口

２６３９２２人、女性人口 ２６５７９５人；

农业人口 ４１７２０８ 人，非农业人口

１１２５０９人。全年出生 ５５３２人，其

中，一孩出生 ４０３８ 人，二孩出生

１４６３ 人，多孩出生 ３１人。全市人

口 出 生 率 １０．４７‰ ， 死 亡 率

６．３７‰，自然增长率 ４．１‰。计划

生育率 ９６．６２％，出生人口性别比

１０４．９９。统计误差率控制在 １．５％
以内。

【少数民族】 ２０１４ 年，全市有畲

族、苗族、回族、满族、壮族、朝鲜

族、侗族、高山族、傣族、蒙古族、藏

族、白族、彝族、黎族、土家族等少

数民族 ２６个、民族村 ５个，少数民

族人口 １０９９８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１．８９％，其中，畲族 ４４９９人，占少数

民族人口的 ４０．９％。少数民族村基

本特点是小聚居大散居，以畲族为

主，部分畲族群众保留以畲族语为

日常交流用语，少数人能唱山哈

歌。一些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为

主的土家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

民族，婚嫁到临安市昌化、岛石、龙

66



朝 代 临 安 县 於 潜 县 昌 化 县

春 秋 吴越之境 吴越之境 吴越之境

战 国 先越后楚 先越后楚 先越后楚

秦 余杭县地 徙大越鸟语人置之朁 朁地

西 汉 余杭县地 元封二年（前 109）置於朁县 於朁县地

东 汉
建安十六年（211）分余杭置
临水县

朁加水为於潜县 於潜县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1949 年 5月 4日解放
1958 年余杭县并入
1960 年昌化县（含於潜）
并入

1961 年原余杭县划出
1996 年 12 月撤临安县设
临安市

1949 年 5月 29 日解放

1958 年并入昌化县

1949 年 5月 28 日解放

1958 年於潜县并入

1960 年并入临安县

三 国 临水县 於潜县 於潜县地

两 晋 太康元年（280）更名临安县 於潜县 於潜县地

南 朝
宋、齐仍为临安县；梁、陈

之间分并余杭、於潜

於潜县，梁、陈之间临安西部
并入 於潜县地

隋 余杭、於灊县地 於灊县 於灊县地

唐

武德七年（624）分於潜,复
置临水县

武德八年（625）又并入於潜
垂拱四年（688）分於潜、余

杭恢复临水县
光化三年（900）改称临安县

武德七年（624）置潜州，领
於潜、临水二县

武德八年（625）年废潜州，
临水县并入

垂拱二年（686）分於潜置紫溪县
垂拱四年（688）原临水县地划出
大历二年（767）紫溪、唐山均并入
长庆元年（821）原唐山县地划出

垂拱二年（686）分於潜置紫溪县
（周）万岁通天元年（696）改称武隆县，
其年复为紫溪；又分紫溪，置武隆县

（周） 圣历三年 （700） 省武隆入紫溪县
（周）长安四年（704）复置武隆县
神龙元年（705）更名唐山县
大历二年（767）紫溪、唐山均并入於
潜县

长庆元年（821）复置唐山县

五 代
后梁开平二年（908）改为
安国县

於潜县

后梁开平二年（908）改为吴昌县
后唐同光元年（923）复称唐山县
后晋天福七年（942）改为横山县；又
改吴昌县

宋

太平兴国三年（978）复称
临安县

太平兴国四年（979）衣锦
军改顺化军；五年废军

於潜县 昌化县

元 临安县 於潜县 昌化县

明 临安县 於潜县 昌化县

清 临安县 於潜县 昌化县

民 国 临安县 於潜县 昌化县

建置沿革

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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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图 ４８

岗、太阳、於潜、青山湖、高虹、板桥

等镇（街道）。

【国家级荣誉称号】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临安县被国家教委公布为全国

１００ 个基础教育先进县之一。

１９８８年 １１ 月，临安县被国家

教委宣布为全国扫除文盲 １００ 个

先进县之一。

１９９３年 １２ 月 ８ 日，临安县被

文化部命名为“书画艺术之乡”。

１９９３年，临安县进入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行列。

１９９４年，临安县进入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行列。

１９９６年 ３ 月，临安县被林业

部命名为“中国竹子之乡”。

１９９６年 ７ 月，临安县被林业

部列为全国科技兴林示范县。

１９９８年 ７ 月，中国特产之乡

推荐暨宣传活动组委会授予临安

市“中国山核桃之乡”称号。

２０００年 ４ 月 １１ 日，临安市被

国家环保总局命名为“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

２０００年 ４ 月，临安市被国家

林业局命名为“中国名特优经济

林山核桃之乡”。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临安市被国

家旅游局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

２００１年 ８ 月，临安市被列入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２００１年 ９ 月，临安市被国家

林业局评为“全国经济林建设先

进县”。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临安市进入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行列。

２００６年 ８月 ２日，临安市被全

国爱卫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临安市

被命名为“中国山

地 户 外 运 动 基

地”。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临安市再次被

国家林业局命名

为“中国竹子之

乡”。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９ 日，临安市被全

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命名

为“国家森林城市”。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２１日，临安市

被中国科协列入第三批全国科普

示范县（市、区）。

２００８年 ４月 ２０ 日，临安市被

中国金融生态城市评审委员会、

中国金融网、中国金融研究会、搜

狐财经 ４ 家单位评为 ２００７ 年度

中国“金融生态市”。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１７日，临安市

被国家人口计生委授予全国计划

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２００９年 ２月，临安市被国家

林业局列为国家现代林业建设示

范市。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第二

届中国和谐城市可持续发展高

层论坛上临安市获“中国十佳和

谐可持续发展城市”称号（县级

城市组）。

２００９年 ９月，中国经济林协

会授予临安市“中国山核桃之都”

称号。

２０１０年 ２ 月 １０日，临安市被

命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２０１０年 ５月，临安市入选“中

国商标发展百强县”。

２０１０年 ７月 ３０ 日，临安市再

次获省“双拥模范城”称号。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２３日，临安市

获“中国坚果炒货食品城”称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临安

市成为“中国节能电光源制造

基地”。

２０１０年 １２ 月，临安市再次被

确认为“国家卫生城市”。

２０１０年 １２ 月 １８日，在第三

届中国和谐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

论坛上，临安市获县市级“中国十

佳和谐可持续发展城市”和“中国

十佳休闲宜居生态城市”称号。

２０１１年 ４ 月 ８日，临安市获

“中国竹笋美食之都”称号。

２０１１年 ７ 月 １５日，临安市获

“国家生态市”称号。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２８日，临安市

获“中国工具五金生产基地”称号。

２０１２年 １１ 月 １０日，临安市

被中国林产业工业协会授予“中

国装饰纸之都”称号。

２０１２年 １２ 月 ８日，临安市被

中国茶叶学会授予“中国名茶之

乡”称号。

２０１２年 １２ 月 １３日，临安市

被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授

予“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

基地”称号。

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１ 日，临安市被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２０１４年 ３ 月 １８日，中国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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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合会和中国钟表协会联合评

审通过，临安市被授予“中国钟表

配件之乡”称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在首届中国县

域经济与电子商务峰会上，临安

市被授予“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百

佳县”称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在第二届美丽

中华特色旅游品牌宣传推广会

上，临安市被授予“中国最佳养生

休闲旅游城市”称号。

（唐剑平）

【天目山脉】 临安境内山脉分北、

南两支，北支为天目山脉，南支为

昱岭山脉。天目山脉为浙江省主

干山脉仙霞岭北支，由江西怀玉

山经安徽黄山逶迤入境，横亘境

内西北部，总体走向从西北向东

南，西起浙皖边界清凉峰（海拔

１７８７ 米），东至临安与余杭交界的

窑头山（海拔 １０９４米）。其主脉自

清凉峰向东北逶迤，有龙塘山（海

拔 １５８６米）、长坪尖（海拔 １２２６
米）、马啸岭（海拔 １５０２ 米）、百丈

岭（海拔 １３３４ 米）、纤岭（海拔

１０１４ 米）、千顷山（海拔 １３４７米）、

照君岩（海拔 １４４９ 米）；支脉纵

横，有柳岭（海拔 ７３０ 米）、芦塘岭

（海拔 ８８５ 米）、尖山岭（海拔 ８５３
米）、康山岭（海拔 ９４８ 米）、滴水

岩（海拔 １２１７ 米）等。

主脉经道场坪（海拔 ９６３ 米）

向东北后，地势下降，有桐关岭

（海拔 ５３６ 米）、千秋关（海拔 ３９８
米），至老虎坪地势回升，即为并

峙市境北的东、西天目山。西天目

山（海拔 １５０６ 米）和东天目山（海

拔 １４７９ 米）双峰之北，与安吉交

界，东去有龙王山（海拔 １５８７
米）、仰天坪（海拔 １２４８ 米）、平顶

山（海拔 １１０９ 米）、茶叶坪（海拔

１１４１米）、草山（海拔 １１２２米）、大

山岭（海拔 ９８８ 米）、木公山（海拔

１０５９米）、红桃山（海拔 １０２９米）、

窑头山（海拔 １０９５ 米）等，山势向

东趋低，自与余杭区交界的径山

起，山势渐成尾闾，消失于杭州湾

和杭嘉湖平原之间。

【昱岭山脉】 昱岭山脉在境内西

南部。自清凉峰始，沿浙皖边界向

南延伸，经石耳尖（海拔 １１７２
米）、过昱岭（海拔 ５０８ 米）至搁船

尖（海拔 １４７７ 米）折东，有雨伞尖

（海拔 １４５９ 米）、大岭塔（海拔

１４４６米）、牵牛岗（海拔 １４８９米），

大岭塔至牵牛岗一线北侧，在市

境内有大明山千亩田，主峰海拔

１２８０米，北坡为七峰尖。自大明

山东去，山势稍降，散布为海拔

１０００米以下山峰。至洪岭、马山

之间，有和尚坪（海拔 １０８２ 米）、

扁担山（海拔 １０６１ 米）、留尖山

（海拔 １１３５ 米），从西向东呈带状

隆起，绵延 ４ 千米后，山势趋缓，

为海拔 ５００米左右的丘陵。

【低山丘陵】 低山丘陵在市境中

部、南部、东部，为天目山脉和昱

岭山脉的延伸，南苕溪、中苕溪、

天目溪、昌化溪切割而形成大片

低山丘陵。

南苕溪流域：为市境内主要

低山丘陵区。干流自太湖源镇的

临目、杨桥、浪口以下；支流锦溪

自玲珑街道的夏禹桥以下，地势

开阔，山丘低缓；也有平地拔起的

如大王山（海拔 ５６０ 米）、米济山

（海拔 ４０７ 米）、九仙山（海拔 ３９２
米）、玲珑山（海拔 ３５８ 米）等；锦

城街道横溪、横潭以下，至青山湖

街道，为全市最大的河谷小平原，

沿溪有华石岩（海拔 １２５ 米）、功

臣山（海拔 １５７ 米）、安国山、石镜

山（海拔 ９２ 米）、琴山（海拔 １３９
米）、鹤山（海拔 ２３６ 米）、公山（海

拔 ３１１ 米）、母（姥）山（海拔 １７１
米）、青山（海拔 １５０ 米）、大涤山

（海拔 ２９９米）等。

中苕溪流域：高乐、横畈以

下，亦属低山丘陵，并有河谷小平

原。高虹镇与锦北街道之间有双

林山（海拔 ４１３米）。

天目溪流域：各支流自西天

目、藻溪、太阳以下，经於潜镇郊

至潜川、乐平，形成大片丘陵宽谷

与河谷小平原。有於潜的甲子山

（海拔 ４１９ 米）、鹤山（海拔 ４５３
米）、绿筠坪（海拔 １４０ 米）、凰山

（海拔 ２９８ 米）、地风山（海拔 ２６１
米）、方元的乌金山（海拔 ３６８
米）、西菩山（俗呼仙人岩，海拔

４１７ 米）、乐平的白云山（海拔 ７１１
米）等。

昌化溪流域：自龙岗经昌化至

河桥一段，两岸稍阔，多海拔 ２００
米～３００米低山丘陵。闻名的有昌

化镇北的武隆山（海拔 ３４０米）。

境南低山丘陵与淳安、建德、

桐庐延伸而来的千里岗低山丘陵

连成一片，岩性主要为砂岩、页

岩、石灰岩、石英岩等，因石灰岩

的溶蚀作用，亦多奇峰异洞。

【水系概况】 境内主要溪流有东

苕溪，主源南苕溪，主要支流中苕

溪，属太湖水系；分水江主源昌化

溪，主要支流天目溪，属钱塘江水

山脉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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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苕溪穿锦城而过图 ４９

系。主要溪流均发源于海拔 １０００
米以上山脉，上游段多峡谷，坡陡

谷深流急，中下游段处低山丘陵，

地势较平坦，多河谷平原。

【南苕溪】 位于市境东部，为东苕

溪主源，属太湖水系，发源于太湖

源镇临目马尖岗，主峰海拔

１２７１．４ 米，全长 ６３ 千米，流域面

积 ７２０ 平方千米，比降 １２．３‰；境

内段长 ５５ 千米，流域面积 ６２０．８
平方千米，青山水库水文站实测

多年平均流量 １４．５立方米／秒。南

苕溪主源浪（阆）口溪，自溪源水

竹坞至双溪口为西坑溪（西坑

水），双溪口汇东坑溪后称浪口

溪，南流经里畈水库，至浪口汇后

称南苕溪。南流至葫芦岭西汇泥

沟溪，甘塘堰上汇潘溪；折东流至

长桥上汇马溪，青龙口汇锦溪后

入青山水库。青山水库南有横溪、

灵溪汇入，北有双林溪汇入；出青

山水库东流至油车头右汇研溪，

至鲍家滩汇斜阳溪，东流至汪家

埠出境。１９５０年后，实施南苕溪

综合治理，１９６４ 年建成大型防洪

工程青山水库；１９７３ 年兴建、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扩建中型防洪蓄水

工程里畈水库；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年，里

畈水库至长桥 ２４．５千米溪岸建成

防洪堤 ３４７３８ 米。１９９５ 年后，南

苕溪防洪能力由 １０ 年一遇提高

为 ２０ 年一遇。

【中苕溪】 位于市境东北部，为东

苕溪主要支流，属长江水系。发

源于高虹镇石门与安吉县交界的

青草湾岗。主峰海拔 １０７３．９ 米。

溪源自美岭坑起，东南流经石门、

高虹、横畈，于下塘楼出境，又东

流经长乐至汤湾渡由左岸汇入东

苕溪。全长 ４７．８ 千米，比降

１７．９‰，流域面积 １８５．６ 平方千

米。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上游水涛庄村

兴建中型防洪工程水涛庄水库，

总库容 ２８８８ 万立方米。中苕溪主

源猷溪自美岭坑向东南流经大山

村、石门、水涛庄，至高乐汇仇

溪，称中苕溪。猷溪长 ２２．５ 千米，

处中低山深谷区。大山至龙头舍

间，溪底巨石相接；龙头舍至拜节

庙间，溪宽约 ３０ 米，两岸崖石壁

立；拜节庙至大仁寺间，谷形狭窄

蜿蜒，惟水涛庄段河谷宽阔，在

５５ 米至 ２００ 米。下城折经安村，

至勾山脚汇白水溪；东流于下塘

楼出境。

【天目溪】 纵贯市境中部，为分水

江主要支流，属钱塘江水系。发源

于西天目山北与安吉县交界的桐

坑岗，主峰海拔 １５０６ 米。自天目

山镇牯牛塘起，由北向南，流经西

天目、绍鲁、於潜、堰口、塔山、紫

水，于紫溪汇昌化溪，南入分水

江。溪长 ５８千米，流域面积 ７６１．５
平方千米，比降 ２１．８‰。

天目溪主源东关溪长 ３６ 千

米，比降 ３３．７‰，集水面积 １７３．３
平方千米。自牯牛塘南流经平溪、

后院，至钟家村汇西关溪，至白鹤

村汇正清溪；经交口、绍鲁，于双

溪口汇丰陵溪，下称天目溪。过於

潜镇，至摇车桥汇藻溪，南山坞汇

太阳溪（交溪），龙头畈汇古竹溪，

逸村汇竹岭水，小溪口汇竺溪，麻

车埠汇中塘水，至紫溪汇昌化溪

后入分水江。

【昌化溪】 位于市境西北部，为分

水江主源，属钱塘江水系，发源于

安徽省绩溪县笔架山，主峰海拔

１３８５ 米，于岛石镇西舍坞入境。

干流流经新桥、岛石、大峡谷、龙

岗、昌化、河桥、潜川。紫溪纳天目

溪后至七坑段，称分水江（原称天

目溪）。昌化溪全长 １０６．９ 千米，

比降 ８．６‰，流域面积 １４４０．２平方

千米，其中境内长 ９３ 千米，流域

面积 １３７６．７平方千米。青山殿水

文站实测多年平均流量 ４５．４立方

米 ／秒。

主源昌北溪（昔称后溪、巨

溪），溪源自安徽省山支岭流至岛

石镇西舍坞入境，至倒龙山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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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汇仁里溪后称昌北溪。至呼日

塘汇银坑溪，至兔川稍下汇上溪；

东南流至太平桥汇桃花溪，荞麦

岭脚汇柘林坑溪，东南流至地塔

村合溪汇入；至汤家湾汇昌西溪，

下称昌化溪。昌北溪全长 ６７．９千
米 （境内长 ５４ 千米），比降

１２．３‰，集水面积 ３８５．５ 平方千米

（境内 ３３０．５平方千米）。

汤家湾东南流至九坑桥汇龙

潭坑溪，白牛桥汇沥溪；至七里桥

汇黄干溪，油车里汇平渡溪；流经

昌化镇东汇虞溪，童婆桥汇紫溪，

至云浪下汇锦坑溪；至白下有昌

南溪汇入，东南至坑口汇悉山水，

青山殿阴山汇马山溪，至紫溪与

天目溪汇合，下称分水江。１９５７～
１９９５ 年青山殿水文站实测，最大

流量 ７２００立方米 ／秒（１９６９年 ７月
５日），最小流量 ０．９５ 立方米 ／ 秒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８ 日），最高水位

６４．５１ 米（１９６９ 年 ７ 月 ５ 日，吴淞

高程系，基面 ５２ 米），最低水位

５２．１１ 米（１９７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正源昌化溪，支流天目溪。昌

化溪与天目溪于紫溪汇合口至乐

平七坑，为分水江境内河段。紫

溪东南流至倒水坞纳紫坊水；至

乐平下纳沈家、里坞水，七坑上纳

七坑水，东南流出市境。全长 ８
千米。河道平坦、开阔，落差 ２
米。昌化溪和天目溪会合口河道

宽 １７１ 米。七坑以上集水面积（含

昌化溪、天目溪）２２７５ 平方千米。

支流有紫坊水、里坞水、沈家水、

七坑水。

（唐剑平）

【矿产资源】 境内矿产资源有 ３０
余种，分四大类：金属矿有钨、铍、

锑、铅、锌、钼、锰、铁、镍、铜、铌

（钽）铁、独居石和金矿；非金属矿

有膨润土、萤石、重晶石、鸡血石、

白云石、石灰石、磷、花岗岩、方解

石、高岭土矿等；燃料矿有烟煤、

沥青煤和石煤等；天然矿泉水主

要分布在湍口镇湍口村（温泉）和

青山湖街道研里村。除钨、膨润

土、萤石、石灰石和鸡血石外，其

余矿床品位欠佳或储量较少，开

采价值较低。

【昌化石】 又称昌化鸡血石，昌化

鸡血石（玉石）矿驰名中外，２００３
年，昌化鸡血石被评为“国石”，被

列为全国四大国宝石之一。鸡血

石是多矿物共生和不同地质环境

营造的天然集合体，产地昌北玉

岩山，可分为 ５类 １００余个品种。

昌化鸡血石：鸡血石是昌化

石之精华，属中国特有珍贵宝玉

石品种。鸡血石的血是辰砂和地

开石、高岭石等矿物集合体，集合

体中辰砂的大小、含量及地开石、

高岭石等颜色，对“血”的颜色都

有不同程度影响。依据地质和色

泽，昌化鸡血石分为冻地鸡血石、

软地鸡血石、刚地鸡血石和硬地

鸡血石 ４类数十种。

昌化田黄鸡血石：其特征是

昌化田黄的质地包裹“鸡血”，因

田黄素有“石帝”尊称，鸡血石又

有“石后”美名，而昌化田黄鸡血

石兼备两者丽质，故被世人称为

“宝中之宝”。其主要品种有黄田、

白田、红田、黑田、花田、灰田、硬

田鸡血石等 １０余种。

昌化冻石：为昌化石之优质

品种，一般硬度 ２ 级～３ 级，根据

颜色分为单色冻和多色冻 ２ 类。

主要品种有牛角冻、羊脂冻、玻璃

冻、朱砂冻、玛瑙冻、藕粉冻、桃红

冻、银灰冻、鱼子冻、红霞冻、黑白

冻、金银冻、黄金冻、栗黄冻、桂黄

冻、鱼脑冻、五彩冻、雪花冻、水草

冻、掘性冻石等。

昌化田黄石：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资源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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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化鸡血石、田黄石雕刻精品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

图 ５１

图 ５２

年代后新开发的品种，明显特征

是“无根而璞”，自成单个独石，呈

无明显棱角的浑圆状，表面包裹

石皮，肌理通灵透亮，温润细洁，

纹格清晰。主要品种有黄田石、金

银田石、红田石、白田石、灰田石、

黑田石、花田石、绿田石、硬田石

等 １０余种。

昌化彩石：为昌化石中色彩

最丰富的一类石材，色相绚丽多

姿，变化无穷，产量约占昌化石的

５０％以上。色泽可分单色和多色

两类。主要品种有黑昌化、白昌

化、紫檀石、孔雀绿、艾叶绿、土黄

石、桂花黄、青灰石、黑花石、红花

石、黄花石、满天星、五彩石、板纹

石、二彩石、三彩石、掘性彩石等。

【保护植物】 根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４
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临安市有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５ 种：银杏（银

杏科）、天目铁木（桦木科）、南方红

豆杉（红豆杉科）、银缕梅（金缕梅

科）、中华水韭（水韭科）；国家二级

保护植物 ２２种：金钱松（松科）、华

东黄杉（松科）、羊角槭（槭树科）、

七子花（忍冬科）、连香树（连香树

科）、樟树（樟科）、浙江楠（樟科）、

野大豆（豆科）、鹅掌楸（木兰科）、

凹叶厚朴（木兰科）、厚朴（木兰

科）、香果树（茜草科）、黄山梅（虎

耳草科）、长序榆（榆科）、榉树（榆

科）、榧（红豆杉科）、台湾水青冈

（壳斗科）、长叶榧（红豆杉科）、花

榈木（豆科）、秤锤树（安息香科）、

野菱（菱科）、金荞麦（蓼科）。

【野生动物 】 全市有野生动物 ７
大类 ２０００余种。其中，兽类 ８目、

２１ 科、７７ 种；鸟类 １２ 目、３９ 科、

１５８ 种；爬行类 ３ 目、９科、４４种；

两栖类 ２ 目、７ 科、２０ 种。有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 ７ 种、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３６ 种、省级重点保护动物

４７ 种。

【临安“老三宝”】 茶叶、笋干、山

核桃俗称临安“老三宝”。

天目山产茶历史悠久，品质

优异，早在唐朝就闻名于世。随着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茶类布局、

品种结构更趋合理。通过“科技兴

茶、开发名茶”战略的实施，茶叶

生产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临安

名茶品种分四类：历史名茶有天

目青顶，分顶谷、雨前、梅尖、梅

白、小青 ５ 个品级，有天目山牌、

东坑牌、文丽牌、东华牌等；传统

名茶有天目龙井、顺溪大方等；大

宗茶有青眉茶、烘青等；创新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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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情概览

有天目贡（扁形）、钱王牌粒粒香

乌龙茶（圆珠形）、山顶牌石谷神

螺（卷曲形）、有机茶等。２０１１年，

全市茶叶总产量 １８５４．８ 吨，产值

２．２ 亿元，其中名优茶产量 ７００．６
吨，产值 １．９９ 亿元。有机茶颁证

总面积 ６６３．７３ 公顷，无性系良种

基地 ９２１．７３ 公顷。２０１２ 年，全市

茶叶总产量 １９６９．６ 吨，产值 ２．６８
亿元，其中名优茶产量 ７８２ 吨，产

值 ２．４４亿元。有机茶颁证总面积

６６３．７ 公顷，无性系良种基地

９９５．１ 公顷。２０１３年，茶叶总产量

１９８５ 吨，产值 ２．９６ 亿元，其中名

优茶产量 ８２５ 吨，产值 ２．７１ 亿

元。有机茶颁证总面积 ６５４公顷，

无性系良种基地 １０７６．４ 公顷。

２０１４ 年，茶叶总产量 ２０２５ 吨，产

值 ３．１３ 亿元，其中，名优茶产量

８４１ 吨，产值 ２．８２亿元。有机茶颁

证总面积 ７０１ 公顷，无性系良种

基地 １１２２公顷。

天目笋干是临安传统特产，

主要产于天目山周围的天目山、

於潜、太阳、太湖源、高虹、昌化等

镇，统称为天目笋干。据《临安县

志》载，明正德、嘉靖年间，天目笋

尖已为人称道。天目笋干之佳者

称“天目尖”，尤以临目、杨岭、东

天目所产“早园凤尖”为最，焙制

考究，形状如虾，黄亮滋润，清香

鲜美。三口、上甘等地的“天目挺

尖”称“白蒲头”，新笋采制，连蒲

带尖，粗若拇指，翠黄肥嫩，清香

扑鼻，食之无渣，堪称“山珍”。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其制作技艺失传。

至今，天目笋干仅剩“焙熄”“肥

挺”“秃挺”“小挺”“直尖”等大

路品种，其中以“焙熄”为佳。按传

统规格要求，“焙熄”应是烘焙揉

制过程中，自行脱落的尖头肥嫩

部分，后均以摘头、剪头代替。笋

干产区集中于西天目、千洪、横

路、太湖源等地。１９３０年，天目笋

干出口新加坡，销往中国香港地

区。１９４８年，临安县销售笋干约 ５
万千克，於潜县销售笋干约 １０ 万

千克。９０年代，笋干生产有较大

发展。１９８９～１９９６ 年，国家收购

９６３ 吨。１９９７ 年后，笋农自产自

销。每年产笋季节，藻溪、西天目、

千洪等地笋农到湖南、广西、江西、

四川等地收购鲜笋，加工笋干，运

回临安再加工后，以“天目笋干”之

名销往杭州、上海、苏州等地，数量

较大，获利颇丰。２００１年始，临安

建立万亩天目笋竹丰产栽培科技

示范基地，进行科学管理，标准化

生产，全面提高笋干竹产量、质量

和经济效益，推动笋干竹产业化建

设。至 ２００５ 年，全市年产天目笋

干 ４４００ 余吨，年产值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居全国之首。２０１１年，全市

笋干竹面积 １．０８ 万公顷，笋干总

产量 ４２００ 吨，产值 １．６３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全市笋干竹面积 １．３３ 万

公顷，笋干总产量 ４５００ 吨，产值

１．６ 亿元。２０１３ 年，笋干竹面积

１．０８ 万公顷，笋干总产量 ４．７ 万

吨，产值 １．８８亿元。２０１４年，笋干

竹面积 １．０８ 万公顷，笋干总产量

０．４６ 万吨，折合鲜笋用量 ４．６ 万

吨，产值 １．０１２ 亿元。

山核桃是临安知名特产，名

冠江南。浙江省淳安、安吉、桐庐

诸县及安徽、湖南、贵州等省也有

产，但临安山核桃产量最多，品质

最佳。临安山核桃主要分布在昌

化、昌北两片，所以称“昌化山核

桃”，於潜片横路等乡镇也有产。

据科学测定，山核桃除含有丰富

的植物油脂外，其果仁蛋白质含

量 １８．３％，还有多种维生素，在医

药上具有润肠滋补抗衰老的功

效。２０１１年，全市山核桃种植面积

３．０６ 万公顷，山核桃总产量 １．３
万吨，总产值 ７．５４亿元，全市山核

桃产业实现产值 ２５．５４亿元。２０１２
年，全市山核桃种植面积 ３．０７ 万

公顷，山核桃总产量 １．０１ 万吨，总

产值 ７．０８ 亿元，全市山核桃产业

实现产值 ２８．４ 亿元。２０１３ 年，山

核桃种植面积 ３．５２ 万公顷，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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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总产量 ９８５９吨，总产值 ４．９３亿
元，全市山核桃产业实现产值

２５．３２ 亿元。２０１４ 年，山核桃种植

面积 ３．５２ 万公顷，山核桃总产量

１．１５ 万吨，总产值 ６．９亿元。全市

山核桃产业实现产值 ４１．９７亿元。

【鲜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临安

利用丘陵缓坡地种植菜竹（主要

品种雷竹、高节竹），普遍推广当

时临天乡吴马村笋农葛银万种雷

竹、板桥乡西村笋农吴龙福种高

节竹的竹笋高效经验，引导发展

菜竹生产，菜竹面积每年以 ７００
公顷的速度递增。１９８３～２００１ 年，

菜竹面积从 ２１８０．６７ 公顷增至

１．２６ 万公顷。２０１１年，全市菜竹

面积 ２．８ 万公顷，鲜笋产量 ２３．５
万吨，总产值 ８．３４亿元，竹产业实

现产值 ３１．２ 亿元。２０１２ 年，全市

菜竹面积 ３．２ 万公顷，鲜笋产量

２１．７２ 万 吨，总产值 ９．０９ 亿元，竹

产业实现产值 ３１．８４ 亿元。２０１３
年，菜竹面积 ２．８ 万公顷，鲜笋产

量 ２０．４ 万吨，总产值 ７．７３ 亿元，

竹产业实现产值 ３２．６３ 亿元。

２０１４ 年，菜竹面积 ３．２ 万公顷，鲜

笋产量 ２３．４ 万吨，总产值 １０ 亿

元，竹产业实现产值 ３１亿元。

【水煮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打通

鲜笋供应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

和水煮笋外销日本流通渠道，临

安菜竹笋加工业兴起。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兴办水煮笋厂 ２６ 家，年

加工水煮笋 ６５ 万罐，其中，菜竹

笋精加工企业 ９ 家，品种有油焖

笋、腊油肉笋、糖醋笋、雪笋、酱

笋、咸笋等。菜竹笋营销人员

３０００余人，鲜笋收购点 ３００余个，

鲜笋专业批发市场 １０个。台湾独

资企业———杭州益华农畜产品有

限公司开发的台湾风味系列鲜味

笋，被列入中国美食营养委员会

推荐产品。

１９９２年 ３ 月 ９日，临安镇竹

笋交易市场开业，至 ５ 月 １０ 日，

成交额超 ５００万元。１９９４年建成

高虹雷笋专业市场，年销售鲜笋

３０００ 吨，购销额 １８００ 余万元。

１９９８年年初，成立市竹笋加工企

业协会。是年，全市竹笋一次加工

１．２５ 万吨，二次加工 ７０００ 吨，出

口 ９０００ 吨，分别为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００％、１５０％和 １６０％，加工总值超

亿元。１９９９年 ３月 ８日，市竹笋协

会产品开始实行网络销售。２０１１
年，全市生产水煮笋（当地）产量

５１．６ 万罐，总产值 ７７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全市生产水煮笋（当地）

产量 ５７ 万罐，总产值 ８５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生产水煮笋（当地）产量

３５．４３ 万罐，总产值 ２４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生产水煮笋（当地）产量

３３．４４万罐，总产值 ２５０８万元。

【临安“新三宝”】 白果、萸肉、猕

猴桃俗称临安“新三宝”。

白果即银杏，银杏树是临安

“市树”。白果集果用、材用、风景

绿化和特殊的科研价值于一身，

历来受到重视。近年来，由于开发

银杏叶提取物在治疗心脑血管疾

病和延缓衰老方面的特殊功效，

被国际医药部门列为新一代重要

药用资源。据 １９８３ 年调查，全县

有成林银杏树 ９８９３ 株，其中结果

树 ３２８３株。产量逐年上升，１９５１～
１９８０ 年，年均产量 ４０．４ 吨；１９８１～
１９９６ 年，年均产量 １２５．４吨。１９９５
年，出口白果叶 １３吨。２００５ 年，

产白果 ２８３ 吨，创历史新高。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林业科技人员在

当时颊口乡株柳村前坞采用良种

嫁接、合理密植新技术，建立银杏

矮化、密植示范园 ０．１ 公顷，取得

３ 年结果、７ 年丰产的效果。２０１２
年，白果产量 １４９ 吨，产值 １７９ 万

元。２０１３年，白果产量 １６５吨，产

值 １９８万元。２０１４年，白果产量

２６０ 吨，产值 ３１２万元。

萸肉是山茱萸之果，又名药

枣，是名贵中药材，主要产于昌

化。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县林业部

门推广枝接芽接技术，缩短结果

期 ８～１０ 年。１９８８ 年，昌化、昌北

建立山茱萸示范林 ３０ 公顷，推广

良种嫁接苗 ４ 万余株。９０年代起

投产面积增多，产量上升。１９８１～
１９９６ 年，年均产量 ９８．２ 吨。２００１
年，人工造林也结果投产，萸肉丰

收，全市产量约 ３００ 吨，创历史纪

录，但价格一路走低，从年初每千

克 ８０ 元跌至年末每千克 ３０ 元，

产区有 ２／３萸肉待销，大部分农户

增产不增收。２００２年，萸肉产量

约 １９０ 吨，加上 ２００１ 年还有 ２／５
库存量，市场供过于求，出售价下

降至每千克 ２５ 元～３０ 元。随后，

面积缩小，产量下降，湍口镇萸肉

面积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９０．２７ 公顷下

降至 ２００４ 年的 ４４３ 公顷。２００６
年，萸肉价格有所回升，每千克售

价 ３０余元。２０１０年，全市萸肉产

量比上年下降 ７０％，产值增长

５％，总产值 ２１００ 万元。１９９３ 年

始，县林业局和浙江林学院进行

山茱萸食品开发研究，试产出山

茱萸汁天然保健饮料和山茱萸

酒，并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通过

省科委评审鉴定，卫生部批准投

产，为山茱萸综合开发和产区群

众致富开辟新途径。２０１２ 年，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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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产量 ８５ 吨，产值 ２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萸肉产量 ８８ 吨，总产值

２１１．２ 万元。２０１４ 年，萸肉产量

２６０ 吨，总产值 ６２４万元。

猕猴桃又叫藤梨、阳桃、猕猴

梨，其性味甘酸而寒，有解热、止

渴、通淋、健胃等功效，可治疗烦

热、消渴、黄疸、呕吐、腹泻、石淋、

关节痛等疾病，且有抗衰老作用，

是滋补强身的上等果品，被誉为

“果中珍品”“水果之王”“生命之

果”。李时珍《本草纲目》记：“其形

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

有诸称。”临安市野生猕猴桃分布

较广，产量颇丰。人工栽培猕猴桃

有 ２０ 余年，主要集中在板桥、岛

石、天目山、锦城等镇（街道）。板

桥镇牌联村建有猕猴桃实验场，

是杭州市科委猕猴桃人工栽培基

地，在杭州市植物园协助下，通过

野生猕猴桃选优、外地引种等方

式，选育出品质好、抗病虫、产量

高、果型大优良品种 ６ 个，又从新

西兰引进果实鲜美、风味独特、酸

甜适宜、清香爽口、营养丰富的

“布鲁诺”品种，１９９９ 年获杭州市

优质农产品银奖。２０１１年，全市

种植猕猴桃 ２９．８７ 公顷，年产量

４６０ 吨，产值 １５０ 万元。２０１２ 年，

全市猕猴桃产量 ４８０吨，产值 ３１０
万元。２０１３年，猕猴桃面积 ６５ 公

顷，年产量 １００ 吨，产值 ２００ 万

元。２０１４年，猕猴桃面积 ８３公顷，

年产量 ５００吨，产值 ７５０万元。

【於术】 临安於潜所产白术称於

术，药用部分为根茎。因“鹤形鸡

腿，体重质实，品质特优”，享誉医

药界。清《本草纲目拾遗》载：“白

术产於潜者根斑而力大。”《清异

录》载：“潜山产兽术，以其盘结丑

怪，有兽之形”，因号“狮子术”。光

绪《於潜县志》载：“凡有术处，冬

不积雪”，可见药力之强。《药性字

典》载：“大凡脾阴亏损，泄泻不止

者唯用於术以调之。”明清时期，

於术被列为贡品。民国 １８ 年

（１９２９），於潜康华於术公司的野

生於术获西湖博览会一等奖。民

国 ２１ 年（１９３２）於术产量 ７１．５ 万

千克。１９５８年 １２万千克。１９６１年
１．２５万千克。１９６９年 ２３０万千克，

为历史最高年产量。１９７４ 年后，

於术由国家二类统购改为计划收

购，价格时涨时落。於术生长期

长，术农怕担风险，产量下降，

１９７４～１９８８ 年，年均产量仅 １１．１３
万千克。此后，连续受到外地白术

冲击，种植者逐渐减少。於潜生产

“於术酒”，为临安特色名酒。

【临安 “三石”】 临安产石蛙、石

耳、石斑鱼，可做三道特色名菜，

俗称临安“三石”。

石蛙学名棘胸蛙，俗称石鸡。

两栖类，无尾目，蛙科。体型稍大

于青蛙，大者体长 １２ 厘米，皮肤

粗糙，趾间有蹼。雄蛙背面有成行

的长疣，胸部有大团刺疣，刺疣中

间有角质黑刺。雌蛙背部有分散

的小圆疣，腹部光滑。天目石蛙因

其生活环境优越，个体更大，体长

可达 １５ 厘米，且全身油亮光滑，

很少见疣子，肤色黑黄不一。石蛙

常栖息于山溪水潭中，产卵繁殖，

以小虫为食。夏天闷热之夜，会爬

到山涧大石上乘凉，平时躲在阴

湿的石洞里。石蛙在天目山、龙塘

山山涧均有分布。石蛙腿部结实，

肉质鲜嫩，富含高蛋白，被誉为

“山珍”，为临安的一道名菜。龙岗

镇、板桥镇等地人工养殖石蛙获

成功。

石耳是生长在高山深谷滴水

悬崖上的一种地衣门生物，形状

像木耳，俗称石耳。寄生在石头

上，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石头上

的养分而生长，基部能分解石头

和土壤中的养分。凡长石耳之处，

都为悬崖峭壁，采摘难度大。《西

天目祖山志》载：“采者腰缒以下，

至数十丈，如鱼跃禹门，鸟盘蜀

道，以乃身命搏之者。”据《本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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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鱼图 ５５

目》载，石耳有清热解毒、抗菌、降

压、补肾、滋养肝脾、防癌抗癌等

作用，十分珍贵。石耳比木耳厚

实，吸水膨胀系数小，食味也比木

耳好。近年，市场上有袋装人工栽

培石耳出售，耳衣较薄，质量远不

如野生石耳。

石斑鱼是一种野生淡水鱼，

又名薄额光唇鱼，通体有斑状花

纹，当地人称“石斑佬”或“青石斑

鱼”。石斑鱼身长一般为 １５厘米，

以水中小虫为食。喜在暖水中群

居，食性宽，急水中产卵，生长发育

快，产卵 ３个月后即可捕捞。昌化

山区溪流湍急而水质清纯，溪中多

石，溪岸多为石块垒成，为石斑鱼

提供优越的生长条件。石斑鱼作菜

肴无须去鳞，肉质细，味鲜美。

【横畈豆腐干】 青山湖街道横畈

生产的豆腐干油泽均匀，棕红泛

光，风味独特，声名远扬，俗称横

畈豆腐干，其制作历史有二三百

年。横畈豆腐干用优质黄豆为主

料，磨浆点卤要求甚严，以鸡汁、

冰糖、丁香、桂皮、花椒、糖色、酱

油等配料制作。一般 ０．５ 千克黄

豆能制豆腐干 １５块，１０千克卤汁

浸 ２５０块豆腐干。１９８８年，日产

豆腐干 ８０００ 块，主要销往锦城，

外销杭州、嘉兴等地。１９８９年后，

产量日渐增多，除以普通产品销

往锦城及周边乡镇，还以真空包

装进入城乡超市。２００５年，日产

豆腐干约 ４ 万块，其中，横畈曹前

村于文杰豆腐作坊日产约 ２ 万

块。近年来，于文杰创新制作的豆

腐干内加火腿、虾仁等馅料，真空

包装，日产 ５０００ 块，精包装礼盒

销往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

【昌西豆腐干】 昌西豆腐干是昌

化地区一种传统的豆制品。加工

精细，须经煮、烘、卤等数道工序，

五香配料为茴香、桂皮、辣椒、花

椒、酱油。把白豆腐切成 ３６块，原

板一次压制脱水加工而成，结构

和质地较软，调料容易渗到豆腐

干内部，加上烘制脱水后再次回

汤煎制调味，味道香美。豆腐干成

品形似方糕，见棱见角，色如棕

栗，深浅如一，作菜肴可助酒下

饭，作干粮可充饥。逢年过节，昌

西一带家家户户都要烘几锅豆腐

干，或作食用，或作馈赠。在传统

婚嫁和寿庆习俗中更是不可或缺

的礼物。制作豆腐干一般在腊月，

故亦名“昌西腊豆腐干”。

（唐剑平）

【风景名胜】 临安山清水秀，植被

良好，森林覆盖率 ７６．５５％。近年

来，临安相继获中国竹子之乡、中

国山核桃之乡、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建设试点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等荣誉。境内有天目山、清凉峰两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天目

山被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网络

成员，有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大

明山省级风景名胜区。１９９９年，国

家旅游局提出“生态环境游”的主

题口号，随之，临安生态旅游火爆

华东地区和东南亚一带，青山、碧

水、峡谷、大树、溶洞、飞瀑、奇石、

温泉、珍稀植物、珍禽、火山遗迹

等形成临安独特的自然风光。

２００２年 ６月 ８～１５ 日，首届中国森

林风景资源博览会在临安举行。

临安自然风光迷人，人文资

源独特，景观类型丰富，集名山、

名水、名谷、名洞、名刹、名人古迹

于一体。２０１４年，全市有旅游景

区（景点）２２ 家，其中，国家 ＡＡＡＡ
级景区 ６ 家（天目山、浙西大峡

谷、大明山、柳溪江、东天目山、河

桥古镇）。临安旅游以浙西大峡

旅游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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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太湖源、大树王国、火山石谷、

千亩草甸、石花洞天等主要旅游

景观特色，成为长三角地区生态

旅游的首选地之一。

【“农家乐”】“农家乐”是以生态

环境和旅游景点作支撑或依托，

以“进农家门，吃农家饭，住农家

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等多

种方式，充分享受农村环境、体验

农村生活、了解民风民俗的旅游

方式。临安市“农家乐”乡村旅游

始于 １９９２ 年，源于西天目山麓天

目村。“农家乐”成为临安乡村旅

游的重要业态和主打品牌，也成

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２０１３ 年，全市有 ８９１ 户农户经营

“农家乐”，涉及 １１ 个镇（街道）３４
个村，总床位 ２４４４０ 张，直接从业

人员 ３００３人，接待游客 １５１．４８万
人次，比上年增长 １２．０２％，实现

经 营 收 入 ９２００ 万 元 ， 增 长

１５．５５％。

２０１４ 年，全市有 １２ 个镇（街

道）、３９个村开展农村旅游，有“农

家乐”经营户 ９８４ 户，餐位数 ５．９４
万个，床位 ２．７４万张；直接从业人

员 ３１４９ 人，增加 １４６ 人。接待游

客 １８３．４７ 万人次，增长 ２１．１２％；

实现经营收入 １．１２ 亿元，增长

２１．７３％。经营“农家乐”的重点村

有天目山镇天目村、武山村、九狮

村、西游村、告岭村，太湖源镇白

沙村、临目村、东天目村、指南村、

东坑村、上阳村，龙岗镇桃花溪

村、大峡谷村、龙井桥村、五星村，

潜川镇青山殿村，清凉峰镇白果

村、浙川村，青山湖街道白水涧

村，高虹镇龙上村、大山村，河桥

镇泥骆村，锦北街道集贤村等。

（唐剑平）

【历史文化】 临安的儒、佛、道教

文化历史悠久。有大禹、防风氏、

秦始皇的遗迹；有保存完好的唐

末五代十国之一吴越国王钱镠的

墓葬和出土的钱镠父母钱宽、水

丘氏墓及康陵等吴越国王陵；有

郭璞、谢安、昭明太子、李白、白居

易、苏轼、郁达夫、周恩来等名人

的足迹和诗文；有宋代文人洪咨

夔、清代数学家方克猷、现代革命

烈士来学照和爱民模范赵尔春、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和高原

赤子陈金水等地方杰出人物。西

汉初，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僧人入

天目山传教，天目山被尊为韦驮

菩萨道场，历代高僧辈出。天目山

佛教对东南亚尤其是日本影响很

大。西天目山有道教宗师张道陵

的张公舍等遗迹，青山湖街道洞

霄宫村有著名的洞霄宫遗迹，昔

日为江南著名道观。

【吴 越 国 王 钱 镠 】 钱镠（８５２—
９３２） 字具美，小名“婆留”，杭州

临安人。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越

国的建立者。唐宣宗大中六年

（８５２）二月十六日生于临安县石

镜乡临水里（今功臣山南麓钱坞

垅），后唐长兴三年（９３２）三月二

十六日薨于杭州，享寿 ８１岁。

钱镠出身贫贱，为生计所迫，

１７岁起铤而走险，与人结帮，贩卖

私盐营生。２１岁应募从军，“王入

军中骁勇绝伦”，为平息藩镇战

乱，维护百姓安宁，他身经百战，

屡建奇功。先后加封为天下兵马

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兼中书

令，吴越国国王，领一军十三州

（今浙江全境和江苏苏州、福建福

州），以杭州为都城。钱镠在位 ３０
年，历事唐、后梁、后唐三朝五帝，

谥武肃王。传位子，子传孙，至

９７８年，其孙钱弘俶纳土归宋。吴

越国传三世五王，共 ７７ 年，为五

代十国帝位最长者。

历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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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王钱镠图 ５７

钱镠控制江浙一军十三州

后，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发展经济的国策，修筑捍海石塘、

疏浚江湖、兴修水利、发展农桑、

扩建杭城、开拓海运、扩大贸易、

减免赋税等，对杭州、两浙及长三

角地区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使

吴越国境内“旷土尽辟，桑柘满

野，国以富强”，吴越国成为当时

“富甲天下”的经济强国，钱镠被

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奠

基人。

钱镠作为唐末五代吴越国国

王，兼天下兵马都元帅，立国于干

戈扰攘之际，以先人的成败为鉴，

武德安邦，文德治国，是中国历史

上一位贤明之君。

【钱氏三世五王】 钱镠自创建吴越

国始，其儿孙三代中有 ４人被敕封

为吴越国王，史称“三世五王”。

文穆王———钱元瓘（８８７—
９４１）钱镠第七子，字明室，初名

元瓘。９３２—９４１ 年在位，多次下

令免除农民荒田租税，设择能院

选拔文士。善诗文，有《锦楼集》流

传于世。墓葬杭州。

忠献王———钱弘佐（９２７—
９４７）钱元瓘第六子，字玄佑。

９４１—９４７年在位，对内宽免赋税，

将福州并入吴越国版图。墓葬杭

州龙山。

忠逊王———钱弘倧（９２５—
９７５）钱元瓘第七子，字隆道。９４７
年，钱弘佐病故，钱弘倧即位，当

年 １２月被废。墓葬绍兴秦望山。

忠懿王———钱俶（９２８—９９８）
钱元瓘第九子，字文德，原名弘

俶。９４８—９７８年在位，对内奖励

开垦，减免赋税，对中原王朝贡奉

不绝，以求自保。９７８ 年，迫于形

势，献所辖一军十三州于宋，吴越

国亡。杭州市内净慈寺、上天竺、

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等古迹，

均为钱俶在位时兴建。墓葬河南

洛阳贤相里。

【当代钱王著名后裔】 钱王后裔

人才迭出，当代著名钱王后裔有：

钱君匋（１９０６—１９９８）浙江

桐乡人，著名金石书画家和收藏

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

钱钟书（１９１０—１９９８）江苏

无锡人，著名文学家，曾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被誉为“中西文

学研究泰斗”“中国第一博学鸿

儒”和“文化昆仑”。

钱学森（１９１１—２００９）浙江

杭州人，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钱伟长（１９１２—２０１０）江苏

无锡人，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

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钱三强（１９１３—１９９２）浙江湖

州人，著名科学家，核物理学家，曾

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中科院副秘书长、中科院副院长，

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其琛 １９２８ 年出生，上海嘉

定人，曾任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钱正英 １９２３ 年出生，浙江

嘉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水

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永健 １９５２ 年生于美国，

祖籍浙江杭州，是“中国导弹之

父”钱学森堂侄，美国生物化学

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

家医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

院院士，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

学生物化学及化学系教授，２００８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钱镠研究会】 钱镠研究会为群

众性学术团体，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有会员 １００ 余人，主管单位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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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政协。钱镠研究会由市政协

文史委牵头筹备，第一任、第二任

会长和副会长均由县（市）委和政

府主要领导担任，第三届开始由

市政协主席担任。研究会邀请钱

其琛、周峰、项秀文等任名誉会

长。研究会日常事务由市政协秘

书长和副秘书长组织实施。至

２０１４ 年，编辑《钱镠研究》会刊 ２１
期。１９９７年中国旅游年钱王故里

文化旅游节和历届森林博览会，

都把钱镠研究交流活动作为一项

重要内容。钱镠研究交流活动引

起全国各地新闻媒体的关注，中

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多次宣传

报道和专题介绍。习近平、钱其

琛、杨汝岱、王光英、严济慈、钱伟

长、钱正英、陈慕华、张震、白立

忱、钱树根等中央领导及谢晋、金

庸等文化界名人曾到临安，听取

钱镠研究工作汇报，参观考察钱

王陵。研究会先后在上海、江苏、

河南、福建、浙江嵊州等钱氏后裔

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设立分会或

联络处。２０００年后，研究会与各

地分会和联络处分离。

（唐剑平）

【名句名联】
天目山垂两乳长，
龙飞凤舞到钱塘。

———晋·郭璞《地记》中语

玲珑山卧龙寺山门对联：

山玲珑，水玲珑，山水玲珑；
钟悠远，鼓悠远，钟鼓悠远。

临安地名对联：

藻溪鱼，跳过横塘，化龙去也；
方元鼓，敲上更楼，太阳升矣。

（清·方克猷）

【名人名诗】

登天目山赋示云麾弟

（梁）萧 统
白云飞兮江上阻，
北流芬兮山风举。
山万仞兮多高峰，
流九派兮饶江渚。
山苕峣兮乃逼天，
云微蒙兮后兴雨。
实览历兮此名地，
故遨游兮滋胜所。
予登陟兮一长望，
理化顾兮忽忆汝。
想玉颜兮在目中，
徒踟蹰兮增延伫。

送温处士

（唐）李 白
伊昔升绝顶，下窥天目松。
仙人炼玉处，羽化留余踪。

东 山

（唐）李 白
不到东山久，蔷薇几度花。
白云他自散，明月落谁家。

新妇石

（唐）白居易

堂堂不语望夫君，

四畔无居石作邻。

蝉鬓不梳千载髻，

蛾眉常扫四时春。

雪为铅粉凭风傅，

霞作胭脂仗日匀。

莫道岩前无宝镜，

月明依旧照夫人。

还乡歌

（五代十国）钱 镠

三节还乡兮挂锦衣，

碧天朗朗兮爱日晖。

功臣道上兮列旌旗，

父老远来兮相追随。

家山乡眷兮会时稀，

今朝设宴兮觥兕飞。

斗牛无孛兮民无欺，

吴越一王兮驷马归。

登玲珑山

（宋）苏 轼

何年僵立两苍龙？

瘦脊盘盘尚倚空。

翠浪舞翻红禾罢禾亚，
白云穿透碧玲珑。

三休亭上工延月，

九折岩前巧贮风。

脚力尽时山更好，

莫将有限趁无穷。

大涤山

（宋）苏 轼

前生我已到杭州，

到处常如忆旧游。

更欲洞霄为隐吏，

一庵闲地且相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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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岭关图 ５９

于（於）潜女

（宋）苏 轼

青裙缟袂於潜女，
两足如霜不穿屦。
角奢沙鬓发丝穿杼，
蓬沓障前走风雨。
老濞宫妆传父祖，
至今遗民悲故主。
苕溪杨柳初飞絮，
照溪画眉渡溪去。
逢郎樵归相媚妩，
不信姬姜有齐鲁。

自昌化双溪馆下步

寻溪源至治平寺

（宋）苏 轼
乱山滴翠衣裘重，
双涧响空窗户摇。
饱食不嫌溪笋瘦，
穿林闲觅野芎苗。
却愁县令知游寺，
尚喜渔人争渡桥。
正是醴泉山下路，
桑枝刺眼麦齐腰。

东西山

（宋）洪咨夔
西山许迈无人问，
只说东山有谢安。
富贵光明贫贱晦，
世情从古两般看。

陌上花（三首并引）

（宋）苏 轼

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
花》。 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必归
临安，王以书遗妃日：“陌上花开，
可缓缓归矣。 ”吴人用其语为歌，
含思宛转， 听之凄然， 而其词鄙
野，为易之云：

陌上花开蝴蝶飞，
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
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
路人争看翠辆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
且更从教缓缓归。

生前富贵草头露，
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
犹歌缓缓妾还家。

临安道上

（近代）郁达夫
泥壁茅蓬四五家，
山茶初茁两三芽。
天晴男女忙农去，
闲煞门前一树花。

登东大仙峰望钱塘江（天目山）

（近代）郁达夫
仙峰绝顶望钱塘，
凤舞龙飞两乳长。
好是夕阳金粉里，
众山浓紫大江黄。

琴操墓前杂感

（近代）郁达夫
山既玲珑水亦清，
东坡曾此访云英。
如何八卷临安志，
不记琴操一段情。

宿西天目山禅源寺

（近代）郁达夫
二月春寒雪满山，
高峰遥望皖东关。
西来两宿禅源寺，
为恋林间水一湾。

（唐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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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辖街道 ５
个、镇 １３ 个，有社区 １１ 个、行政

村 ２８７ 个。户籍人口 ５２９７１７ 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４．１‰。２０１４年，

实现生产总值 ４３２．３３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８．２％，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３７．５１ 亿

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２３５．３５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５９．４７ 亿元，分

别增长 ３．１％、７．８％、１０．０％。全市

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 ＧＤＰ ８１８２３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１３３２０
美元）。三次产业占比为 ８７︰５４．４
︰３６．９。全市文化创意、旅游休闲、

金融服务、电子商务、信息软件、

先进装备制造业、物联网、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新能源十大产业实

现增加值 １７７．５７ 亿元，增长

１０．７％ ， 占 全 市 生 产 总 值 的

４１．１％。

·物质文明建设·
【农业】 ２０１４ 年，全市农业总产值

５４．４４ 亿元，增长 ６％，其中，农业

种植业产值 ２４．８３ 亿元，增长

５．４％；林业产值 １８．１７ 亿元，增长

１４％；牧业产值 ９．７ 亿元，下降

４．６％；渔业产值 ０．９０ 亿元，下降

１．６％；农业服务业产值 ０．８４ 亿

元，增长 １０．０％。农业八大主导产

业总产值 ４１．３３亿元，占农业总产

值的 ７５．９％，其中，竹笋产值

１０．６５ 亿元，增长 １４．２％；山核桃

产值 ６．４７ 亿元，增长 ３．６％；畜牧

业产值 ９．３２ 亿元，增长 ０．８％；蔬

菜产值 ４．６２ 亿元，增长 １０．８％；花

卉园艺产值 ３．５０ 亿元，增长

５．５％；水果产值 ２．７５ 亿元，增长

１２．９％；茶叶产值 ３．１７ 亿元，增长

９％；蚕桑产值 ０．８５ 亿元，下降

７．６％。粮食作物总产量 ８．３２ 万

吨，下降 ６％。全年新建粮食生产

功能区面积 ６６６．６７公顷，建成主

导产业示范区 ２ 个、特色农业精

品园 ４ 个；新建杭州市级“菜篮

子”基地 ９ 个，面积 １２６ 公顷；完

成杭州市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１２
个，面积 ４００．６７公顷；实施杭州市

设施农业配套项目 ８ 个，建成设

施农业面积 １７６．６７公顷。

【工业】 ２０１４ 年，全市有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５７１ 家，总产值 ６７３．９１
亿元，增长 ３．２％；实现销售产值

６６６．７８ 亿元，增长 ３．４％。全年规

模工业新产品产值 ２２４．５２ 亿元，

增长 ４．０％，新产品产值率 ３３．３％；

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销

售产值 ３７４．４７ 亿元，增长 ２．３％，

占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的

５６．２％，高新技术产业销售产值占

（注：其中数据来自《临安市 ２０１４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４年临安市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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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的比例

（高新占比）居杭州七县（市、区）

首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税总额 ５９．３ 亿元，增长

７．７％，其中，利润总额 ３５．３２ 亿

元，增长 ８．７％。全年规模工业企

业产销率 ９８．９％。

【国内贸易】 ２０１４ 年，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１３５．３２亿元，增长

１３．６％，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７８ 亿元，增长 １３．２％；农村消费品

零售额 ５７．３２ 亿元，增长 １４．０％。

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额

１１８．２７ 亿元，增长 １３．８％；住宿餐

饮业零售额 １７．０５ 亿元，增长

１１．７％。全市农产品网络销售额

１８ 亿元，清凉峰镇成为全省 ６ 个

“淘宝镇”之一，全市有昌化镇白

牛村，清凉峰镇新都村、玉屏村、

马啸村 ４ 个中国“淘宝村”，杭州

市级电子商务示范村 １０ 个。

【国外贸易】 ２０１４ 年，全市进出口

总额 １９．３ 亿美元，增长 ７．６％，其

中出口 １５．６９ 亿美元，增长 ８．６％；

电线电缆出口额 ３．２１ 亿美元，增

长 １．４％；节能灯出口额 ４．１ 亿美

元，增长 ６％；纺织服装出口额

０．６９ 亿美元，下降 ２１．７％；医药化

工出口额 １．９３ 亿美元，增长

４７．８％；无纺清洁产品出口额 １．１６
亿美元，增长 ３．３％；其他产品出

口额 ０．１４ 亿美元，增长 ６６．５％；轻

工类出口额 ０．８４ 亿美元，增长

２２．２％；其他机电出口额 ０．４６ 亿

美元，下降 ２３．３％；汽车摩托车产

品出口额 ０．３３ 亿美元，增长

１５．１％；装饰纸出口额 ０．９７ 亿美

元，增长 ２４．５％；五金工具出口额

０．２２ 亿美元，下降 １７．７％；竹木制

品出口额 ０．１８ 亿美元，下降

１６．７％；土畜食品出口额 ０．１４ 亿

美元，下降 ２５．４％。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４ 年，全市实际到

位内资 ６６．８８ 亿元，增长 ５．６８％；

实际利用外资 １．７８亿美元，增长

９．２％。临安市招商引资工作指挥

部成立，统筹推进全市招商引资

工作。临安市政府与杭州市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城乡统

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开发

清凉峰省级旅游度假区和滨湖新

区；与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儒毅律师事务所分别签订

《战略合作备忘录》《招商引资顾

问合同》，推进企业资产并购、“新

三板”上市等工作。山东东顺集团

与浙江雄鹰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总投资 ６亿元。

【旅游】 ２０１４ 年，全市有旅游景区

（点）２２ 家，其中，国家 ＡＡＡＡ 级

景区 ６ 家，分别为天目山景区、浙

西大峡谷景区、大明山景区、柳溪

江景区、东天目山景区、河桥古

镇；有星级宾馆饭店 ７ 家、旅行社

２６ 家。旅游接待总人数 ８５０ 万人

次，其中，旅游景点接待游客

４４２．４６ 万人次，下降 ０．０３％；实现

门票收入 １．５９ 亿元，下降 ４．７％。

全市“农家乐”接待游客 １８３．５ 万

人次，增长 ２１．１７％，其中，接待过

夜 游 客 ９３．８ 万 人 次 ， 增 长

２０．６％。经营总收入 １．１２ 亿元，增

长 ２１．２７％；床位数 ２．７４ 万张，增

长 １２．２％；直接从业人员 ３１４９
人，增长 ４．８６％。是年，在第二届

全国旅游品牌推介会上，临安市

获“中国最佳养生休闲旅游城市”

称号。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４ 年，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 １９７．５１ 亿元，增长

２０．１％，其中，第一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 ２．９１ 亿元，增长 ７４．１％；第二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５２．０９亿元，下

降 ２３．２％；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

资 １４２．５１ 亿元，增长 ５０％。建筑

业增加值 １７．８２ 亿元，增长 ５．４％。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６１．９３亿元，下降

２．８％。房屋施工面积 ４７１．７２万平

方米，增长 ３．９％，其中，新开工面

积 ８３．７５ 万平方米，下降 ３６．５％；

竣工面积 ９０．０１ 万平方米，增长

５３．２％。商品房销售面积 ４４．８２万
平方米，下降 ２７．７％；商品房销售

额 ３０．４４亿元，下降 ３１．７％。

【财政税收】 ２０１４ 年，全市财政总

收入 ５２．６ 亿元，增长 ８．１％。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２８．１９亿元，增

长 ８％，其中，税收收入 ２６．９６ 亿

元，增长 ７．９％；非税收收入 １．２３
亿元，增长 ９．６％。地方财政支出

４５．６６亿元，增长 ９．２％。民生方面

支出 ３４．０１ 亿元，增长 １０．１％，占

财政支出比重的 ７４．５％，其中，文

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与就业、

城乡社区支出分别增长 １２．６％、

２１．３％和 ５１．１％。

【金融】 ２０１４ 年，全市金融机构本

外币存款余额 ４３７．７９亿元，增长

９．１％；本币存款余额 ４３３．６ 亿元，

增长 ９．５％，其中居民储蓄 ２１２．２
亿元，增长 ５．８％。本外币贷款余

额 ３６２．４７ 亿元，增长 ８．２％；本币

贷款余额 ３５７．７９ 亿元，增长

９．１％。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４ 年，全市新增国

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７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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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有国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

业 ７４ 家；新增浙江省科技型企业

５９ 家、浙江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

发中心 ２ 个，杭州市高新技术企

业 ２４ 家、杭州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中心 ４ 个；申报浙江省创新

型试点企业 ２ 家、杭州市创新型

试点企业 ５ 家。组织 １００ 余家企

业到上海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宁

波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对接

活动 ６ 场；邀请中科院长春应化

所、武汉科技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 ３０ 名专家

到临安对接 ５０ 余家企业；与浙江

工业大学、宁波大学、上海应用技

术学院等 ６ 家高校建立“产学研”

工作站。开展科技人才评选工作，

评选产生程兴国等 ２０ 名优秀创

新人才，推荐浙江西子富沃德电

机有限公司的杨志华、杭州得润

宝油脂有限公司的黄小平等科技

人才参加“科技新浙商”评选。全

年获发明专利授权 １３４件。

【城市建设】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出台

《临安市推进新型城市化三年行

动计划》，明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新型

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具体

措施。完成规划编制项目 １７ 个，

启动数字临安地理空间框架建

设，开展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青

山湖科技城科技企业孵化器一

期、创新服务中心、越秀城市综合

体 １．６万平方米商业街投入使用。

城东新城钱锦大道一标段竣工通

车，钱锦花园、望湖花园安置小区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锦南新城玲

五路等 ５ 条道路建成通车，市文

体会展中心开馆运营。苕溪两岸

水景轴带建设推进，银月廊桥建

成。万马路北延、苕溪南路西延等

项目完工，临水桥改建工程竣工。

启动城市地下综合管线信息管理

系统建设，完成城市北入城口重

大排涝工程、汽车东站钱王街段

等积水点整治，清理排水管网 １８
千米。推进城市治理工程，完成市

人民医院前节点改造和城中花园

小区改造，增加停车位 １１０ 个；实

行房地产开发车位配比制，增加

地下停车位 １５７６个。全年日常养

护城区道路长度 １００ 千米、道路

面积 １４５ 万平方米、绿地面积 ４９
万平方米、鲜花面积 ９７０６．５平方

米、行道树 １５２９２ 株，修剪城区草

坪 ９４ 万平方米。

【交通】 ２０１４ 年，全市公路客运量

１２１１ 万人次，公路旅客周转量

５１３３５万人千米。公路货运量 ５２８
万吨，公路货物周转量 ７０１１０ 万

吨千米。公路通车里程 ２９０３ 千

米，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１０３．９９千

米，公路网密度 ９２．８ 千米／百平方

千米。全市有货物运输企业 ９６５
家，其中，普通货物运输企业 ９２９
家、危化品运输企业 ５ 家、运输服

务业（托运部）１１５家。有营运货

车 １９６５ 辆（其中危化品运输车辆

６４ 辆，计 ５２９ 吨），总吨位 １．４１ 万

吨。有出租车公司 ６ 家，车辆 ２７３
辆，从业人员 ６８９人。

【供电供水】 ２０１４ 年，全市用电量

３０．５５ 亿千瓦时，下降 ０．５％，其中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４．２７ 亿千瓦

时，下降 ３．７％。临安电网累计建

成 ２２０ 千伏公用变电站 ３ 座、主

变压器 ６ 台，总容量 １０５０ 兆伏

安；１１０千伏公用变电站 １８座、主

变压器 ３５ 台，总容量 １４９３．５兆伏

安；３５千伏公用变电站 ９座、主变

压器 １８ 台，总容量 １７５ 兆伏安。

青山湖科技城智能电网综合建设

工程通过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验

收。年末市区自来水供水能力

１６．７ 万立方米／日，全年供水量

３６１１．０４ 万立方米，其中居民家庭

用水量 １９６７万立方米。改革城市

水价，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

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

调整供排水价格。推进城区供水

扩网改造工程，城区新建、改造供

水管网 ２２．９４千米。

【通信邮政】 ２０１４ 年，全市电信、

移动、联通、数字电视公司业务收

入 ７．３４ 亿元，增长 ６．１％。邮政业

务收入 ６５５８ 万元，增长 １７．３％。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１８．３ 万户、移

动电话用户 ７３．５４万户、计算机宽

带用户 １８．４５ 万户。全市有邮政

投递道段（路线）７４ 条。市电信局

开通主城区“双百兆”网络（即无

线百兆 ４Ｇ 网络、有线百兆光纤网

络）。市邮政局投资 ２０万元，在市

区建立“Ｅ 邮站”３ 个。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４ 年，全市发生各

类安全生产事故 ３０１ 起，死亡 ６４
人，直接经济损失 ９１６．８２万元，分

别下降 １１．２４％、９．８６％和 ９．６６％。

完成杭州市级挂牌重点事故隐患

单位临安万得凯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隐患整改销号工作。有安全生

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 ２８４ 家、

四级达标企业 ３３ 家。开展食品、

药品安全检查执法 ６１２７ 人次，约

谈违规企业 １２０ 家，公布“黑名

单”企业 １８ 家；行政立案 １０５ 起，

涉及金额 ８０．４９ 万元。全市食品

相关产品行业企业建档率 １００％，

总体合格率 １００％。

83



（2015）

·政治文明建设·
【市委、 市政府工作】 ２０１４ 年，临

安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三个

年”活动，打造山川秀美、城靓村

美、生活和美“三美”临安。

推进青山湖科技城建设管理

等重点领域改革 １０ 个，开展政府

机构改革、权力清单制度等重点

改革项目 ４３ 个。审查部门权力清

单合法性，确认有行政权力部门

４２ 个，保留行政权力 ４３５５ 项（不

含财政专项资金分配和审批转报

事项），削减幅度 ６１％。推进青山

湖科技城、城东新城、锦南新城建

设和於潜、昌化两大副中心城市

建设，推动河桥镇、湍口镇等特色

镇建设。成立招商引资指挥部，组

建招商小分队 １０ 支，完成年度招

商任务。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确定整改项目 １３７６ 个，完

成整改项目 １３４７ 个，完成率

９７．９％。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和要求，开展“五水共治”“三改

一拆”工作。开展学习板桥镇人大

主席朱忠华先进事迹活动，下发

《关于开展向朱忠华同志学习的

决定》；组织配合中央、省、杭州市

主流媒体记者采访朱忠华先进事

迹。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新

建、提升农村文化礼堂 ２５ 个，临

安市被评为“浙江省文化礼堂建

设工作先进县”。开展“好家风”建

设活动，评选市级“好家风”家庭

１００ 户和“最美家庭”２０ 户、镇（街

道）级“好家风”家庭 ３７１ 户、村级

“好家风”家庭 ３７８８户。

【人大工作】 ２０１４ 年，市人大常委

会开展视察、督查活动 ４１ 次。依

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４１ 人

次、人民陪审员 ３２ 人次。举行常

委会会议 １２ 次、主任会议 ２０ 次，

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

１０项，开展工作视察和执法检查

４１次，作出决议、决定 ２０项，发出

审议意见书、检查视察建议等 １３
件。依法补选产生杭州市人大代

表 ３ 人、临安市人大代表 １２ 人、

镇人大代表 ２６ 人。指导 １３ 个镇

实施政府实事工程代表票决制，

实现镇（街道）财政预算监督全覆

盖。主任会议成员参与“访企解难

题、服务零距离”“五水共治”、招

商引资、项目包保、城际轨道交通

项目建设等中心工作。批准《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中期修改方案》，制

定《政府性投资项目监督》《街道

财政预算监督试行办法》《镇财政

预算监督指导意见》。开展“五水

共治”专题询问、城区交通专题

询问。评议市规划建设局工作、市

人民法院部分法官履职工作。以

“尽职尽心尽力、建设‘三美’临

安”代表主题活动为总载体，开展

“关心母亲河溪、查找水污染源、

恪尽代表职责”“全力当好‘五

员’、助推‘五水共治’”主题活动。

首次采用专题询问方式，督办涉

及城区交通的代表建议。

【政协工作】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政协

各界别共产生市级政协委员 ２３３
人。市政协召开常委会议 ５ 次、

主席会议 １４ 次；组织重大调研视

察活动 ２１ 次，形成调研报告 ３８
篇。组织开展第二批统一选派政

协委员担任民主监督员工作，选

派 ７１ 名委员到 １２ 家单位担任民

主监督员。围绕企业转型升级、

水利防汛、“治污水”、城市管理

等工作，与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对

口协商。举行“三个年”活动专题

建言会。召开“加快推进小城镇

建设”民主议政会，开展“五水共

治”专项民主监督。出台《调研工

作规程》，实行课题申报制度；出

台《关于建立和完善提案工作有

关制度的意见》，建立提案预审、

提案办理评审、网上提案信息系

统管理、重点提案协商监督和民

主评议 ４ 项制度，完善重点提案

产生、提案工作评优评先的办法。

全年收到以提案形式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 ３３２ 件。

【法治工作】 ２０１４ 年，围绕打造全

省“最具安全感城市”的总体目

标，推进政法、综治、维稳及平安

创建各项工作。全年未发生影响

稳定的政治性事件、暴力恐怖活

动、重大群体性事件及群死群伤

的治安（灾害）事故，社会大局保

持稳定。按照实有人口 １．５‰的

标准组建基层平安巡防队伍，建

立小区义务巡逻队 ７９ 支。市公安

局探索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现代管

理模式，完善警务巡逻方式，实行

街面防控巡防。启动实施《临安

市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三年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增设动态视频

监控探头 ８００ 个。市法院受理各

类案件 １３５４６ 件，比上年增长

１７％ ； 审 结 １３３３２ 件 ， 增 长

１６．４％。实施“立案调查令”制度，

制定《案件信息录入管理规定》，

开通“１２３６８”司法服务热线。市检

察院受理逮捕案件 ６０４ 件 ９５９
人 ， 分 别 增 长 ０．８３％ 和 下 降

６．１２％；审查后批准逮捕 ５４８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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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４ 人，不批准逮捕 ５２ 件 １１５
人；设立昌化检察室、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科、案件管理办公室。全

市有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１８ 个、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３１２ 个、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 ５５
个、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

９ 个，调解员 １３９４ 人。全年各类

调解组织排查矛盾纠纷 ７３８１ 起，

调解成功率 ９８．７３％。开展“公正

执法、规范履职”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和社区矫正“三查”（即执法案

件大评查、执法工作大检查、执行

情况大排查）专项行动，推进社区

矫正执法规范化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宣传】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人民

法院创建成为临安市首个“全国

文明单位”，锦北街道泥川村创建

成为临安市首个“全国文明村”。

全年，全市创建“省级文明单位”３

家、“省级文明村”４个，推荐杭州

市级“文明单位”５家。制作刊播

公益广告 ７０００ 余次（块），制作城

市文明宣传墙景 ６０００ 平方米，其

中墙画作品《好家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获

“中国梦想·美丽杭州”杭州市墙

景美化评比一等奖、优秀奖。组织

开展“惩戒失信、共建诚信”活动、

“‘小红帽扮靓垃圾箱’志愿服务

靓城行动”“‘洒扫应对’主题教

育活动”“青春助力‘五水共治’、

志愿服务行动”“志愿服务美丽河

道”等志愿服务活动 ５０ 余场次。

成立“天目青年梦想学院”，向首

批 １２５ 名“梦想学子”发放助学金

５０万元。开展“春泥计划”活动

１５００ 余次，表彰奖励“春泥计划”

实施示范村 １５个。开展未成年人

清明节祭英烈、“我们的节日———

中秋”“向国旗敬礼”等爱国主义

和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举办临安

市“童心向党”暨第九届“天堂儿

歌”演唱比赛和第六届“阳光少

年”评比活动，获浙江省“美德少

年”称号 １ 人、杭州市“美德少年”

称号 ７人。推进青少年阵地建设，

举办“流动少年宫走进临安湍口

小学”主题活动、社区青少年俱乐

部负责人培训班等。

【文化惠民工程建设】 ２０１４ 年，临

安市组织开展“钱王文化艺术节”

系列活动，举办“舞动梦想、韵动

临安”临安市优秀群众舞蹈展演、

“好家风”走进文化礼堂、“党在我

心中”村干部“好声音”大赛等大

型文艺活动 ４０ 余场。开展“２０１４
年西宁———临安”文化走亲、“桐

乡———临安”文化走亲书法篆刻

艺术展等文化走亲活动 １１ 场。组

织开展送电影下乡 ３３３６ 场，观众

３５ 万人次；送戏下乡 ３００ 场，观

众 １２ 万余人。组织“中国梦·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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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清凉峰镇杨溪村忠孝学堂开学图 ６２

浙江———百水赋”征文、“水之韵”

大型诗歌、“天目水韵———发现临

安最美溪水”摄影、“美丽龙岗、百

里画廊”摄影大赛等文艺创作大

赛。创作长篇纪实文学《骆耕漠

传》、连环画《海风陆雨》、历史反

腐剧《陌上花》，创编快板剧《村姑

相约逛金店》、茶艺情景剧《天目

茶道》、村歌《天目山下好村庄》等

文艺作品 ３０ 余件。出版《湖而城

的建设之歌———２０１４ 走进青山

湖科技城大型采风活动文学作品

集》《天目文丛》第二套系列丛书，

编辑《吴越》《浮玉》等刊物。开展

临安市首届“德艺双馨文化人”评

选活动，评选“德艺双馨文化人”

１０ 人。

【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２０１４年，全市完成可移动文物普

查，核对馆藏 ３０００ 余件文物的账

物；保护、修缮农村历史建筑，实

施修缮项目 ３０个，完工 ２６个。完

成功臣寺遗址、普庆寺石塔、天目

窑遗址群 ３ 处第七批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记录档案主卷、副卷、备

考卷（共 ４７ 卷）资料搜集，通过省

专家组验收。完成保护发掘古墓

６２ 座、南朝砖窑 ２ 座、砖瓦窑遗址

１ 座，出土文物 ４００余件。承办第

四届杭州市传统戏剧曲艺巡回演

出、第九届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节等活动；开展杭州市第五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临安市第

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

增加杭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７ 项、临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１１ 项。至年底，全市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２
项（鸡血石雕和《钱王传说》）、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１７

项、杭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３０ 项、临安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 ６９ 项、镇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２４ 项。上田

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临安山核

桃体验馆获“杭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宣传展示基地”称号，“清明

钱王祭”获“浙江省传统节日保护

基地”称号。

【地方史志】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党史

研究室编辑出版《誓言无声》《中

国共产党浙江省临安市组织史资

料》（第五卷）、《大地春潮———改

革开放以来临安党史专题集》

（四）（五），基本完成改革开放以

来临安党史专题征集工作；根据

省、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部署，在

全市开展临安市党史和党的文献

资料征集工作；挖掘口述史资料，

采访在临 ２１ 位“三老”人员（新中

国成立前的农村老党员、老游击

队员和老交通员）。整理和挖掘临

安历史资源，完成《浙江通志·天

目山卷》初稿编纂，编纂出版《临

安年鉴（２０１４）》，影印康熙十二年

《昌化县志》，编印《临安史志》期

刊 ４ 期。是年，临安市新四军纪念

馆建成、《中共临安市委政法委员

会志》出版。

【档案·图书】 ２０１４ 年，市档案局

继续推出《临安历史上的今天》栏

目；编制《临安市档案馆档案资料

接收名册》《临安市档案馆档案接

收进馆标准》，完善档案收集范围

细则和工作方案；完成《２０１４ 年

档案利用实例选编》编纂，总计

６０ 余篇。征集到《水氏家谱》和临

安籍宋代诗人洪咨夔的《平斋文

集》１０ 册。围绕“世界读书日”

“西湖读书节”等节日，临安市图

书馆开展主题活动 ４０ 余次，举办

老年读书会 ３０ 期、“集贤堂”讲座

１４ 期。镇（街道）图书分馆实现全

覆盖，全年临安市图书馆外借图

书 ５３．６ 万册次，借阅 １５．３ 万人

次。收集地方文献图书 ２９６ 种计

４９４ 册、期刊 ３８ 册、地方报纸 １４
种、电子家谱 １ 种。投入购书经

费 １１０ 万元，采购新书 ４．３ 万册，

馆藏图书总量 ５２．４ 万册。开展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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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普查，核查古籍 ２３３１ 册，完成

率 ５５．８％。

·社会文明建设·
【教育】 ２０１４ 年，全市共有幼儿园

７４ 所，在园幼儿 １．７４ 万人；小学

４１ 所，在校学生 ２．９万人；初中 １８
所，在校学生 １．３３万人；普通高中

５ 所，在校学生 ０．８２ 万人；职业高

中 ５ 所（教育系统），在校学生

０．３９ 万人。浙江农林大学在校学

生 ２．５万人，毕业生 ５４４５人，教职

员工 １８００人。

【卫生】 ２０１４ 年，全市拥有各类卫

生医疗机构 ４５１ 个，其中市属医

院 ７ 家；有床位 １９８５ 张，有卫生

技术人员 ３３５１ 人，其中执业医师

和执业助理医师 １３１９ 人。全市人

口计划生育率 ９６．９２％，免费婚前

医学检查率 ９２．７５％，免费孕前优

生检测率 ９７．９６％。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４ 年，全市增加就

业岗位 １０００７ 个，再就业 ４０５２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２．６８％。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３４６９７５
人，新增养老保险等“五险”参保

人数 ４７１９１ 人。最低工资标准

１３５０ 元，增长 １２．５％；居民户口失

业保险金 ９４５元，增长 １２．５％。全

年开工建设保障房 ３８３ 套，面积

３．６ 万平方米，其中公租房 ９６ 套、

廉租房 ９６ 套、经济适用房 １９１
套。至年底，累计发放市民卡 ５４
万张。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４ 年，全市深化养

老服务工作，建立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与中介机构转换通道，确定

於潜镇为改革试点单位，临安市

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为服务中介

机构，累计服务 ２１００ 人次。建成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１００
家，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 ６ 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建成并投入运行，５２７３ 名老年人

享受政府购买服务补贴，占全市

老年人 ５．６７％。成立儿童福利指

导中心，推动孤残儿童康复特教

工作，向 ３３ 名事实无人抚养的困

境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费 １８．１ 万

元。福利企业共安置职工 ７７０２
人，其中残疾职工 ２８４８ 人，安置

比例 ３５．３％。全年募集善款 ５６９．８
万元，救助支出 ５４８．２ 万元，累计

援助 ３０００ 余人。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４ 年，根据抽样调

查，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３７８６０ 元，增长 １０．３％；人

均消费支出 ２９８２１ 元，增长 １０％。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１５７８ 元，增长 １０．９％；人均消费

支出 １６６５８元，增长 １２．７％。年末

城乡常住居民人均现住房建筑面

积分别为 ４２ 平方米和 ７６ 平方

米；城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家

用汽车 ３８ 辆、电脑 １１３ 台、空调

２４３台；农村每百户居民家庭分别

拥有汽车 ２１ 辆、电脑 ７１ 台、空调

１２８台。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保护】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生

态环境功能区规划》修编通过评

审，开展《环境功能区规划》编制

工作。全市 ５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４ 个出境断

面水质年均值达到Ⅱ类水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２６８ 天，

优良率 ７３．４％；区域环境噪声保

持在 ５４．３分贝以下，符合环境功

能区要求。新增城市污水主干管

网 １０．８ 千米、支线管网 ２５．３ 千

米。出台《临安市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

污染物减排工作计划》，编制“临

安市 ２０１４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削减目标责任书”。推进造纸、

印染、化工三大行业整治工作，关

停淘汰企业 ２４ 家，原地整治提升

５５家。完成 ８家化工企业、５家印

染企业、５ 家装饰纸企业、３６ 家印

制电路板企业、２家涂装企业有机

废气治理。各镇（街道）规模以上

工业能源累计消费总量 ５２．０３ 万

吨标准煤。实施青山湖综合保护

工程，编制《青山水库岸线划定方

案》。推动绿色照明企业转型升

级，组织杭州福斯特光伏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实施“金太阳工程”，

总投资 ３６００万元。

【生态文明宣传】 ２０１４ 年，《今日

临安》等媒体开设《五水共治》《三

美临安》等专栏，刊播各类生态文

明建设动态新闻、连续报道和深

度报道，其中《山核桃空仔变文化

产品，废物卖出好价钱》等 １０ 余

篇报道在中央及浙江省、杭州市

级媒体中播出。围绕“四边三化”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绿色家

园、富丽山村”“美丽乡村”等主

题制作播出专题片，拍摄科普教

育影片《鹿鸣清凉峰》。通过“周末

选学”平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培训班专题月”活动；在各类党政

干部培训中开设生态文明知识讲

座，听课 ５０００余人。

（许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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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主要机构及
负责人名单

（截至 ２０１５年 ６ 月 ３０日）

■中共临安市委员会

书 记：张振丰

副书记：王 敏 李文钢

常 委：沈国祥 李建明

俞琳波 李赛文

章登峰 黄建正

冯 镭 王逢天

胡 敏 俞 伟

肖红虎

■中共临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沈国祥

副书记：蔡伟军 王 健

■市委工作部门

市委办公室

主 任：俞建明

市委组织部

部 长：俞 伟

市委宣传部

部 长：黄建正

市委统战部

部 长：李赛文

市委政法委

书 记：李文钢

市委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

主 任：陈嫩华

市直机关党工委

书 记：洪忠东

市委信访局

局 长：郭志龙

市委老干部局

局 长：刘 明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许力行

■临安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主 任：吴苗强

副主任：陈伟民 楼国富

朱霞生 杨为伟

钱 铮 罗石荣

党组书记：吴苗强

党组副书记：陈伟民

■临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部门

办公室

主 任：方永耀

法制工委

主 任：洪中来

财经工委

主 任：马根龙

教科文卫工委

主 任：李德宝

代表工委

主 任：邱建国

城建环保工委

主 任：（空缺）

农业和农村工委

主 任：何锡荣

■临安市人民政府

市 长：王 敏

副市长：章登峰 冯 镭

王逢天 胡 敏

裘小民 沈 慧

吴春法 俞灵君

杨 勇

党组书记：王 敏

党组副书记：章登峰

■市政府工作部门

市政府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王 翔

市发展和改革局

局 长：胡廖明

党委书记：巫振江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党委书记、局长：汪其顺

市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章威力

市科学技术局

党组书记、局长：沈文奎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局 长：周家根

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李建明

政 委：吴勤校

市监察局

局 长：蔡伟军

市民政局

党委书记、局长：王建良

市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董中南

市财政局

党委书记、局长：吴云川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委书记、局长：郑 盛

市国土资源局

党委书记、局长：盛 伟

市规划建设局

党委书记、局长：杨卫国

市交通运输局

党委书记、局长：周 杰

市农业局

党委书记、局长：周 军

市林业局

党委书记、局长：方锐根

市水利水电局

党委书记、局长：陶 彧

市商务局

党委书记、局长：项永忠

市旅游局

党组书记、局长：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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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党委书记、局长：黄晓明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孟建强

市审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何洪明

市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岳天明

市环境保护局

党组书记、局长：林生友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何常青

市城市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陈 栋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贾忠海

■政协临安市第八届委员会

主 席：张金良

副主席：翁东潮 张亚联

陈林春 楼沛明

周玉祥 斯嘉平

党组书记：张金良

党组副书记：翁东潮

■市政协工作部门

办公室

主 任：梅晓波

城建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章兴辉

社会法制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董 武

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

主 任：赵文忠

提案委员会

主 任：许祥辉

委员学习和工作联络委员会

主 任：鲍永祥

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袁雪祥

■临安市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毛煜焕

■临安市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陈云高

■临安市人民武装部
部 长：肖红虎

政 委：徐 晔

■杭州临安青山湖科技城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王 敏

主 任：俞琳波

■青山湖科技城内设机构
党政办公室

主 任：江跃良

商务局
局 长：张 敏

投资服务局
局 长：周向东

科技与产业发展局
局 长：沈毅民

国土规划建设局
局 长：江雪荣

财政局
局 长：马泽华

综合行政执法局
局 长：骆晓明

■浙江省临安天目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
党组书记：楼 涛

■浙江省临安清凉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
局 长：童彩亮

党组书记：楼鑫华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市总工会

主 席：杨为伟

党组书记：黄文豪

共青团临安市委

党组书记、书记：刘周洲

市妇女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陈丽梅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黄贤权

市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书记、主席：胡尚新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 席：沈淑珍

市残疾人联合会

党组书记、理事长：褚林森

市红十字会

会 长：裘小民

农工党临安市委员会

主 委：裘小民

民进临安市委员会

主 委：楼国富

市工商业联合会

主 席：张德生

党组书记：程志明

■其他机构

市委党校

校 长：寿屹峰

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 任：方英儿

市档案局

局 长：卜志红

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尧明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魏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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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闻传媒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李 震

市广播电视台

党委书记、台长：周 晓

市住房保障办公室

主 任：张 春

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临安分中心

主 任：骆卫东

市供销合作总社

党委书记、主任：谢兆时

市创建工作办公室

主 任：应有龙

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主 任：苗承华

锦南新城管理委员会

主 任：陈立群

清凉峰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党工委书记：沈 慧

主 任：凌 理

市民生服务管理中心

常务副主任：严益生

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

常务副局长：赵孟龙

市城际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

常务副总指挥：朱关根

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麻成林

总经理：姜 涌

市新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蒋会京

市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万凌峰

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董一兵

■部分驻临机构

市国税局

局 长：童成林

党组书记：叶智明

市气象局

局 长：查 贲

国网浙江临安市供电公司

总经理：沈 广

党委书记：丁 松

市电信局

党委书记、局长：徐伟斌

市邮政局

党委书记、局长：吕建平

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

党组书记、局长（经理）：

朱土夏

中国人民银行临安市支行

党组书记、行长：楼 华

浙江银监局临安办事处

主 任：罗康云

临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党委书记、理事长：曹关跃

主 任：蒋 铭

■街道·镇

锦城街道

党工委书记：叶朝刚

办事处主任：谢莉萍

锦北街道

党工委书记：陈国权

办事处主任：徐 春

玲珑街道

党工委书记：张 勤

办事处主任：许 贺

青山湖街道

党工委书记：程爱兴

办事处主任：黄 寅

锦南街道

党工委书记：陈立群

办事处主任：潘乔仙

板桥镇

党委书记：管浩峰

镇 长：童祝平

高虹镇

党委书记：张发平

镇 长：黄生云

太湖源镇

党委书记：高吉亚

镇 长：李浙峰

於潜镇

党委书记：王建强

镇 长：戴朝阳

天目山镇

党委书记：董德民

镇 长：褚凯军

太阳镇

党委书记：罗爱芬

镇 长：邓志明

潜川镇

党委书记：黄浙挺

镇 长：刘聚兵

昌化镇

党委书记：许兴旺

镇 长：李洪华

龙岗镇

党委书记：盛星辉

镇 长：张 群

河桥镇

党委书记：章临凯

镇 长：冯雪卫

湍口镇

党委书记：马锡钧

镇 长：汪 成

清凉峰镇

党委书记：郭 增

镇 长：郭军波

岛石镇

党委书记：李届胜

镇 长：王 凯

（周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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