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情概览

基本地情

【地名由来】“临安”作为县名由来已

久，据《太平寰宇记》、《咸淳临安志》、

康熙《临安县志》等古籍记载，临安县

建置始于东汉建安十六年（211），时

称临水县，县治在高虹镇虹桥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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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建炎三年

（1129），杭州为行在所，升杭州为“临

安府”。南宋绍兴八年（1138），定都

临 安 府（杭 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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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5 日，临安撤

市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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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的原始生产工具，距今1.2万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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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安区全境系原临安、於潜、昌化

三县合并。西汉前，三县无建置。春

秋时，区境东南地域属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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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地理位置】临安区位于北纬29°56′~

30°23′，东经118°51′~119°52′，地处浙

江省西北部，与安徽省交界。东邻杭

州市余杭区，南连杭州市富阳区、桐

庐县和淳安县，西接安徽省绩溪县、

歙县，北界湖州市安吉县及安徽省绩

溪县、宁国市。临安区政府所在地锦

城街道太庙山，东距杭州市政府驻地

（杭州市市民中心）46.7 千米，西距

黄 山 市 政 府 驻 地（黄 山 市 屯 溪 区 天

都大道 1 号）144.5 千米。全区域面

积 3118.72 平 方 千 米。 临 安 区 最 东

为青山湖街道洞霄宫村汪家埠，与杭

州 市 余 杭 区 毗 邻 ；最 南 为 湍 口 镇 二

联村角山，与杭州市桐庐县相依 ；最

西为清凉峰镇浙基田长坪尖，与安徽

省 绩 溪 县 交 界 ；最 北 为 太 湖 源 镇 白

沙村平顶山，与湖州市安吉县相连。

【地形地貌】临安区属江南地层区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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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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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积（海 拔 800

米 ～1000 米）占 8.8 ％，低 山 面 积

（海 拔 500 米 ～800 米）占 18 ％，丘

陵 岗 地 面 积（海 拔 100 米 ～500 米）

占 57.4％，河谷平原面积（海拔 100

米以下）占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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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情况表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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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丹阳郡，领

   於朁县
於朁县地

东  汉
建安十六年（211）分余杭置

   临水县

“朁”始加水作“潜”，改“於朁” 

　为“於潜”
於潜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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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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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改吴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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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 4 日解放） 於潜县（1949 年 5 月 29 日解放） 昌化县（1949 年 5 月 28 日解放）

中华人民

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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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撤临安市设临安区

1958 年并入昌化县
1958 年於潜县并入

1960 年并入临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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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树银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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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开山老殿下方约 50 米处，它是西天

目山的一个知名景观。

临安银杏古树颇多，全区各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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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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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幅 20 米×15 米，胸 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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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标和临安广播电视台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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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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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王塑像】钱王塑像于 2016 年 10 月

建成，位于钱王街与钱锦大道交叉口

的元宝山上，由钱氏后裔、雕塑大师钱

绍武设计，锦江集团捐资建造。塑像

高 18 米，基座四周为钱王文化墙，基

座东西两侧浮雕描述吴越国王钱镠的

生平事迹，寓意钱王家国情怀 ；基座南

面为钱绍武题字“东南重望、吴越福

星”；北面为吴越国王钱镠像碑记，由

著名书法家王冬龄书写。

　　西天目山活化石——“五世同堂”银杏（葛华平　摄于 2011 年）图9 

　　钱王塑像（摄于 2019

年，区档案馆　提供）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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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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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国家卫生

城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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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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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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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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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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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 为“2009 —2012 年 度 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2014 年 3 月 18 日，中国轻工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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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临安市被住建部命

名为“国家园林城市”。

2016 年 11 月，临安入选“两化深

度融合”国家试点区。

2017 年 9 月 21 日，临安区被环保

部命名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

2018 年 9 月 26 日，临安区被授予

“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2018 年 10 月 8 日，2018 年中国中

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报告公布，

临安入选“2018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区”“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区”。

2018 年 12 月 30 日，在 北 京 举 行

的“第四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成果

交流会”上，临安区获“2018 全国社

会治理创新示范区”称号。

2019 年 1 月 13 日，在第六届旅游

业融合与创新论坛上临安区被评为

“首批全国文化旅游胜地”。

2019 年 4 月，临安区在全国第二

届“电子商务促进乡村振兴”高峰论

坛中被评为“电子商务促进乡村振兴

十佳县域城市”。

2019 年 7 月 26 日，临安区被住建

部列为“全国农村钢结构装配式住宅

试点县”。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临 安 区 被 农

业农村部命名为“全国农村创新创业

典型县”。

2020 年 4 月 14 日，临安区被农业

农村部列为第二批“全国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典型单位”。

2020 年 6 月 8 日，临安区被国务院

办公厅列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

普查试点区县”。

2020 年 8 月 26 日，临安区被农业

农村部列为“全国‘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市、区）”。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临 安 区 被 中

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单位列为国

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市、区）。

2020 年 11 月 2 日，临安区被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农业农村部评为

“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典型地区”。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临 安 区 被 农

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评为“全国县域数

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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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5 日，临 安 区 被 农 业

农村部、应急管理部评为“2020 年度

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市、区）”。

2021 年 5 月，临安区被共青团中

央确定为“全国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

改革试点地区”。

2021 年 7 月 27 日，临安区被交通

运输部评为“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

化示范区”。

2021 年 8 月，临安区被农业农村

部 评 为“全 国 休 闲 农 业 重 点 县（市、

区）”。

2021 年 11 月，临安区被农业农村

部确定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

试点单位”。

2021 年 12 月，临安区被农业农村

部评为“2021 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

化发展先进县（市、区）”。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临 安 区 被 水

利部评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市、

区）。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临 安 区 被 水

利部评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市、区）。

2022 年 12 月，临安区被农业农村

部评为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

水平评价先进县（市、区）。

（柴钰灿）

山脉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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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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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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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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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目山（摄于 2018 年，天目山镇政府　提供）图11 

　　清凉峰（金凯华　摄于 2021 年）图12 



030 2 0 2 3 LIN'AN  YEA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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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山丘陵在区境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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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区境内主要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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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积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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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区最大的河谷小平原，沿溪有

华 石 岩（海 拔 125 米）、功 臣 山（海 拔

157 米）、安国山（海拔 92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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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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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区境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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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库容 2.15 亿立方米 ；1973

年兴建、1993 —1995 年扩建中型防洪

蓄水工程里畈水库，总库容 2094 万立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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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区境东北部，为东苕溪

主要支流，属太湖水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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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上村、石门村、虹桥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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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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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涛庄段河谷宽阔，在

55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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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贯区境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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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天目山镇、於潜镇、潜

川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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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苕溪（摄于 2020 年，锦北街道办事处　提供）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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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目溪（摄于 2018 年，於潜镇政府　提供）图14 

过於潜镇，至寮车桥汇藻溪，南山坞汇

太阳溪（交溪），逸逸村汇竹岭水，龙头

畈汇古竹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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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区境西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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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源自安徽省山云岭流至岛石镇西舍

坞入境，至倒龙山称后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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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流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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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象

【概 况】 2022 年，临 安 区 气 候 特 点 ：

气温偏高，降水量偏少。年平均气温

17.4℃，全年≥ 35℃以上高温天数 58

天，极端最高气温 42.1℃，极端最低气

温-5℃ ；降水总量 1304.3 毫米，暴雨

出现 3 次 ；日照时数 1512.4 小时 ；霾日

数 6 天。年初大雪过程明显偏多，1 月

28 日至 2 月 22 日共出现 5 次明显降雨

（雪）天气过程。夏秋季降水明显偏

少，7 —10 月，降 水 量 224.8 毫 米，比

常年（549.6 毫米）偏少 59%，部分地

区出现干旱。

临安区气象台每日制作 6 次短临

预报和 1 —7 天公众预报，连线区广播

电视台，发布常规天气信息。每日推

送天气微信，更新天气微博，全年发布

天气微信 1019 条（含图文消息、常规

天气推送和天气预警信号）、微博 1023

条。发布各类气象决策服务材料 167

期。其中，重要天气报告 8 期、周报 75

期、专题气象服务 38 期、生态监测月

报 12 期、天气专报 34 期。发布预警信

　　昌化溪（摄于 2018 年，昌化镇政府　提供）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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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09 次。 其 中，暴 雨 预 警 58 次、暴

雪预警 7 次、大雾预警 61 次、大风预警

78 次、雷电预警 35 次、冰雹预警 3 次、

霜冻预警 5 次、寒潮预警 2 次、道路结

冰预警 12 次、高温预警 40 次、台风预

警 3 次、低温预警 5 次 ；发布短信 618

条，覆盖 300 万人次。

推进气象数字应用，面向气象协

理员、气象信息员、网格员等基层防灾

减灾队伍，开展“数智气象”应用推广

培训，推动“数智气象”应用服务防汛

部门决策。修订临安区气象灾害应急

预案，将气象灾害应急处置纳入临安

区防汛防台抗旱指挥体系专项预案，

完善其他灾种处置方案 ；发挥部门基

础防灾减灾队伍作用，依托区综合治

理办公室牵头组建的 1003 名网格员、

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建的 306 名村级

防汛责任人等基层队伍，推进气象灾

害预报预警信息快速传播工作。开展

全区气象协理员、气象信息员岗位培

训和气象标准化村（社区）提标升级培

训，81 个村（社区）完成申报材料上报

并通过省、市气象局评审，建成农村文

化礼堂气象科普点 5 个 ；推广“防雷安

全风险码”使用，开展防雷安全专项检

查培训，完成全区 98 家易燃爆场所的

现场检查和“防雷安全风险码”注册。

参与乡村振兴工作。建立为农服

务专业化机制，开展山核桃实地现场

气象服务和技术培训，制定《山核桃

干腐病发生气象等级》《山核桃风险

普查评估图》；推进民宿综合气象保

险，参保率 84%。参与产业大脑数字

化平台建设，在“天目云农”平台中创

建“智慧气象精准报”特色应用模块，

在山核桃气象灾害预警平台中开发病

虫防治预警模型。帮助“山核桃花期

降水指数保险”推广，参保面积增加至

1033.47 公顷，保费金额 306 万元，发

放理赔金 345 万元。开展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在 6 个作业点实施火箭人工

增雨作业 12 轮次，发射火箭弹 63 枚 ；

在大明山开展地面烟炉作业 17 次，燃

烧烟条 35 根。

启动气象防灾减灾中心建设，完成

西部气象探测基地配套改造和环境提

升项目。推进浙江省气象服务新时代

美丽乡村示范点（指南村）建设，新增

红叶物候期智能观测、梯田视频观测、

能见度观测、雪深观测功能，开展指南

村红叶指数、梯田雪景、梯田云海等景

观预报，在“临安天气导游”微信小程

序中增加指南村旅游服务子模块。

推进杭州亚运会气象保障工作。

参与临安区亚运攻坚行动，建成临安

区文体中心亚运场馆“舒适度”气象

站系统 1 套、便携式自动气象站系统 2

套。推进杭州亚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服

务，与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分局建立杭

州亚运会、杭州亚残运会临安环境空

气质量保障工作合作机制。完成杭州

亚运会人影作业点组网布局和亚运保

障作业点选点，完善龙岗西部探测基

地人影作业中转站配套设施，完成一

级流动作业点选址，落实 2023 年烟炉

作业点选址。

2022 年，区气象局机关党支部“精

准测风云、贴心报冷暖”党建品牌被评

为全省气象部门“十佳党建品牌”、临安

区“天目锋行·我先行”模范机关创建

“十佳”党建创新项目。11 月 28 日，中

国气象局印发《中国气象局关于命名第

八批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

临安气象科普基地被评为第八批全国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综合类）。

【降雪】 2022 年年初，临安区大雪过程

明 显 偏 多。1月28日 至2月22日 共 出

现5次明显降雨（雪）天气过程，分别为

1 月 28 —30 日、2 月 2 —3 日、2 月 6 —7

日、2 月 17 —18 日、2 月 22 —23 日。至

2 月 23 日，西部山区积雪深度较大，积

雪最深的区域为清凉峰镇龙塘山，积雪

深度 65 厘米。

【梅汛期】 2022 年，临安区梅汛期入梅

略偏早、出梅明显偏早，梅雨期明显偏

短。6 月 10 日，临安区入梅，较常年（6

月 15 日）偏早 5 天 ；6 月 26 日，临安区

出梅，较常年（7 月 6 日）偏早 10 天，梅

雨期较常年（21 天）偏少 5 天。梅雨量

明 显 偏 少。6 月 9 日 20 时 至 6 月 25 日

20 时，临安区共出现两轮强降雨过程，

降水量明显偏少。临安区梅汛期面雨

量 59 毫米，雨量较大的站点有清凉峰

镇龙塘山 141.2 毫米、大明湖 118.2 毫

米、昱岭关村 117.6 毫米。临安国家基

本气象站 63.4 毫米，较常年偏少 80.3%

（临安站常年梅汛期平均降雨 321.5 毫

米）。梅雨过程偏少，仅在 6 月 12 —13

日上午出现一次过程性降水，24 日下

午至 25 日上午出现一次明显雷阵雨天

气过程。

【“临灾报警”业务系统】2022 年，区气

象局探索临安区气象防灾减灾体系，打

造“临灾报警”业务系统。利用 230 个

行政村自动气象站和 2 部X波段天气雷

达，实现灾害风险精密监测。完善自动

精准报警体系，在全省“梯次化”预报

预警叫应业务基础上，打造“临灾警报”

气象服务体系，在全省率先常态化运行

“六阶段+四类别▲”的“梯次化”预报

预警叫应业务，打通“气象局—镇街—

村社”一体化预警渠道。

▲六阶段+四类别 ：“六阶段”指

影响提示、警戒提醒、精细预警、分级

叫应、临灾警报、实况通报，“四类别”

指预测类、提醒类、预警类、跟踪类。

（岳　毅）

矿产资源

【概况】临安境内矿产资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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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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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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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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资源

【土壤分类】临 安 区 土 壤 分 类 为 6 个

土 类，15 个 亚 类，34 个 土 属，64 个 土

种。红壤土类 ：主要分布在海拔 65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区，占临安区土

壤面积的 58.94％，是临安区主要的地

带性土壤，也是面积最大，分布最广

的一个土类。黄壤土类 ：主要分布在

临安区西部和北部海拔 650 米以上的

中、低山区，占土壤面积的 20.23％ ；

黄壤和红壤属同纬度的地带性土壤。

岩性土类 ：亦称黑色石灰土类，由石

灰岩、泥质灰岩及石灰性紫色砂页岩

等风化发育而成，占临安区土壤面积

的 10.97％。山地草甸土类 ：主要分布

在千亩田、道场坪等中山夷平面上，山

地草甸土是因腐殖质积累和潴育过程

而形成的半水成土，占临安区土壤面

积的 0.22%。潮土类 ：主要分布在昌

化溪、天目溪、苕溪等中下游河谷平

原区。稻土广泛分布在临安区丘陵岗

背、低山丘陵缓坡、山垄及河谷，占临

安区土壤面积的 9.64％。

【耕 地】根 据2018—2021年 临 安 区

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临安区有耕地

11455.94公 顷（171839.1亩）。 其 中：

水 田9525.24公 顷（142878.6亩）， 占

83.15% ；旱地1930.7公顷（28960.5亩），

占16.85%。位于2度以下坡度（含2度）

的耕地 3500.95 公顷（52514.25 亩），占

全区耕地的 30.56% ；位于 2～6 度坡度

（含 6 度）的耕地 3228.84 公顷（48432.6

亩），占 28.18% ；位于 6～15 度坡度（含

15 度）的 耕 地 2738.94 公 顷（41084.1

亩），占 23.91% ；位于 15～25 度坡度（含

25 度）的 耕 地 1666.52 公 顷（24997.8

亩），占 14.55% ；位于 25 度以上坡度的

耕地320.69公顷（4810.35亩），占2.8%。

【林地】根据2018—2021年临安区全国第

三次国土调查，临安区有林地263868.79

公顷（3958031.85亩）。其中：乔木林地

174221.3公顷（2613319.5亩），占66.02%；

竹林地62185.45公顷（932781.75亩），占

23.57% ；灌木林地6483.51公顷（97252.65

亩），占 2.46% ；其他林地 20978.53公顷

（314677.95亩），占7.95%。

【城 镇 村 及 工 矿 用 地】根 据2018—

2021年临安区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

临 安 区 城 镇 村 及 工 矿 用 地 16013.18

公顷（240197.7 亩）。其中 ：城市用地

4435.79 公顷（66536.85 亩），占 27.7% ；

建 制 镇 用 地 1205.23 公 顷（18078.45

亩），占 7.53% ；村庄用地 9660.66 公顷

（144909.9 亩），占 60.33% ；采 矿 用 地

464.46 公顷（6966.9 亩），占 2.9% ；风景

名 胜 及 特 殊 用 地 247.04 公 顷（3705.6

亩），占 1.54%。

【交通运输用地】根据2018—2021年

临安区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临安区交

通运输用地4528.76公顷（67931.4亩）。

其中：轨道交通用地73.74公顷（1106.1

亩），占1.63% ；公 路 用 地2567.51公 顷

（38512.65亩），占56.69%；农村道路用地

1887.51公顷（28312.65亩），占41.68%。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根据2018—

2021年临安区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临

安区有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7705.07

公顷（115576.05 亩）。其中 ：河流水面

3114.26 公顷（46713.9 亩），占 40.42% ；

水库水面 1866.75 公顷（28001.25 亩），

占 24.23% ；坑 塘 水 面 1527.22 公 顷

（22908.3 亩），占 19.82% ；沟渠 957.7 公

顷（14365.5 亩），占 12.43% ；水工建筑

用地 239.14 公顷（3587.1 亩），占 3.1%。

动植物资源

【森林植被】临安森林植被在全国植

被区划中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东部亚

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地带，

昌化鸡血石雕《老子出

关》（钱高潮　摄于2014年）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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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梅花鹿（摄于2021年，清凉峰管理局　提供）

浙皖山地青冈、苦槠林植被区，天目

山、古田山丘陵山地植被片。植被类

型和植物区系复杂，大致可分针叶林

植被、阔叶林植被、灌丛植被、草丛植

被、沼泽及水生植被、园林植被 6 个类

型。临安森林植被垂直分布明显，海

拔 250 米以下低丘坡地以人工植被为

主，主要分布有茶、桑、果、竹、杉木、

马尾松等树种组成的纯林或混交林 ；

海拔 250～800 米的低山丘陵地为天然

次生植被或人工植被，主要分布有青

冈、苦槠、木荷、麻栎、润楠类、栲类、

杉木、马尾松、毛竹等树种组成的常绿

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其中，

在石灰岩地区广布有山核桃、山茱萸、

柏木等树种组成的纯林或混交林 ；海

拔 800～1200 米的中低山为天然次生

植被，主要分布有黄山松、柳杉、槭属、

椴属、桦木属和茅栗等树种组成的纯

林或混交林 ；海拔 1200 米以上为山顶

矮林灌木丛和山地草甸。龙塘山、西

天目山森林植被垂直带谱的变化比较

明显，随着海拔的升高，依次出现常绿

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混

交林、落叶阔叶林、山顶矮林、山顶灌

丛等植被景观。

【重点保护植物】根据 2021 年 9 月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公布施

行 新 的《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名

录》，临安区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植物共 36 科 53 属 64 种（含种下等

级）。按保护级别分，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 6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 58 种 ；按类群分，苔藓植物 2

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6 种、裸子植物

6 种、被子植物 50 种。

【野生动物】根据2021年8月启动的临

安区全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至

2021年底，临安区共记录野生脊椎动物

226种，隶属于32目88科。其中，本土

淡水鱼类4目10科36种、两栖类2目9

科16种、爬行类1目6科16种、鸟类17

目46科128种、兽类8目17科30种。

【珍稀野生动物】根据境内生物资源调

查资料统计，对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2021 年第 3 号）和《国家

　　顺溪坞绿谷森林（摄于2009年，清凉峰管理局　提供）图17 

　　珍稀植物——天目贝母（杨淑贞　摄于 2008 年）图18 

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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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 年第

15 号），临安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108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22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86 种。

天目山宝

【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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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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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茶叶总产量

2600 吨，产值 3.33 亿元。其中，名优

茶 产 量 813 吨，产 值 3.01 亿 元 ；有 机

茶颁证总面积 796 公顷，无性系良种

基 地 1342 公 顷。2021 年，茶 叶 总 产

量 2700 吨，产值 3.37 亿元，其中，名

优 茶 产 量 872 吨，产 值 3.27 亿 元 ；有

机茶颁证总面积 796 公顷，无性系良

种 基 地 1370 公 顷。2022 年，茶 叶 总

产量 2600 吨，产值 3.3 亿元，其中，名

优 茶 产 量 805 吨，产 值 2.83 亿 元，有

机茶认证面积 796 公顷，无性系茶园

面积 1400 公顷。

【天目笋干】天目笋干是临安传统特

产，主要产于天目山周围的天目山镇、

於潜镇、太阳镇、太湖源镇、高虹镇、

昌化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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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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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笋干竹面积 1.07 万公顷，笋

干 总 产 量 8.83 万 吨。2021 年，笋 干

竹面积 1.27 万公顷，笋干总产量 7.48

万 吨。2022 年，笋 干 竹 面 积 1.07 万

公顷，竹笋总产量 28.66 万吨。

【山核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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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山核桃产量 1.56 万吨，产值 7.53 亿

元。2021 年，山 核 桃 产 量 1.48 万 吨，

产值 8.45 亿元。2022 年，山核桃种植

面 积 3.8 万 公 顷，山 核 桃 产 量 1.63 万

吨，产值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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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菜 竹 面 积 3.07 万 公 顷，

鲜 笋 产 量 176.55 万 吨，总 产 值 10.56 

亿 元，竹 产 业 实 现 产 值 42.5 亿 元。

2021 年，菜竹面积 2.47 万公顷，鲜笋

产 量 205.2 万 吨，总 产 值 12.11 亿 元，

竹产业实现产值 50 亿元。2022 年，菜　　天目笋干烘干（摄于 2019 年，天目山镇政府　提供）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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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面积 3.07 万公顷，产量 28.66 万吨，

总产值 17.2 亿元。

【临安天目小香薯】临安天目小香薯是

临安区 名 优 特 产 之 一，具 有 栽 培 简

单、管理方便、生长季节短、病虫害少

特点，同时形态美观，粉、糯、香、甜，

口感细腻。2002 年，引进试种，亩产

量 1000 余 千 克，亩 产 值 6000 余 元。

良好的市场前景，引起了农户广泛兴

趣，纷纷引种试种，种植面积迅速扩

大。为推动临安天目小香薯销售，临

安区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宣传推广，举

办“天目小香薯进杭城推介会”“临

安特色农林产品展番薯品评会”“天

目小香薯节”等活动，引导、鼓励临安

天目小香薯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利

用信息网络平台，发展电商与微商渠

道，开展临安天目小香薯网上销售，

将临安天目小香薯销往杭州、上海、

宁波等地的农贸市场、茶楼、饭店、超

市。 至 2022 年 年 底，临 安 区 小 香 薯

产业基地复种面积基本稳定在 800 公

顷以上 ；全区从事小香薯产业的专业

合作社有 20 余家（含加工类）；小香

薯种植户上千户，其中，0.67 公顷以

上种植大户 60 余户，3.33 公顷以上种

植大户 20 余户 ；从事产后加工销售

的经营主体 100 余家 ；小香薯产业链

总产值 2 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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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量 12

万 千 克。1961 年 1.25 万 千 克。1969

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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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目山小香薯（摄于2022年，区农业农村局　提供）

图21 　　山核桃（摄于 2015 年，区委党史研究室　提供）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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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斑鱼（摄于 2015 年，区委党史研究室　提供）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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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制作的豆腐干内加火腿、虾

仁等馅料，采用真空包装或精包装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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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休闲

【风景名胜】临 安 山 清 水 秀，植 被 良

好，2022 年，森林覆盖率 8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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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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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临安区有旅游景区（点）34

家，AAAA级景区 4 家，分别为大明山

景区、天目山景区、浙西大峡谷景区、

太湖源景区 ；AAA级景区 10 家，分别

为浙西大龙湾、西径山、云制造小镇、

文武上田、红叶指南、古韵河桥、湍口

温泉、天目月乡、龙门秘境、临安博物

馆。全区旅游景点接待游客 518.46

万人次，增长 15.9%。

【乡村旅游】2022 年，临安区有“农家

乐”（民 宿）1799 家（其 中 特 色 民 宿

229 家），房间数 21703 间，床位 41811

张，餐位数 76575。房间价格基本保

持在每间 500 元以上。有浙江省级白

金宿 2 家，浙江省级金宿 5 家，浙江省

级银宿 10 家，浙江省文化主题（非遗）

民宿 3 家。“月亮工坊”民宿通过全国

甲级民宿评定，为全市首家。全年乡

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数 341.2 万人次，旅

游经营收入 9.37 亿元。

历史人文

【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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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钱镠的墓葬及钱镠父母钱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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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氏墓、康陵等吴越国王室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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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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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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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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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镠自创建吴越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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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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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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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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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著名钱王后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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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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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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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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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综述

【概况】2022 年，临安区辖 5 个街道、

13 个镇，有社区 47 个、行政村 270 个。

全区年末户籍人口 54.3 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 815 人。其中，男性人口 26.9

万人，女性人口 27.4 万人，男女性别

比为 98.2（以女性为 100）。全区人口

出生率 5.8‰，死亡率 8.1‰，自然增长

率-2.3‰。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64.8 万

人，增加 0.6 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72.34 亿元，

增 长 0.4%。 其 中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46.99 亿元，增长 2.4% ；第二产业增加

值 341.11 亿元，增长 4.2% ；第三产业增

加值 284.24 亿元，下降 3.8%。三次产

业结构比为 7.0∶50.7∶42.3。按常住人

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04239 元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5498 美元）。

【农业】2022 年，临安区实现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 67.22 亿元，增长 3.1% ；农林

牧 渔 业 增 加 值 47.7 亿 元，增 长 2.5%。

其中 ：农业种植业（含坚果类）产值

35.06 亿元，增长 2.2% ；林业（不含坚果

类）产值 20.4 亿元，增长 1.6% ；牧业产

值 7.61 亿元，增长 9.4% ；渔业产值 2.18

亿元，增长 1.2% ；农业服务业产值 1.98

亿元，增长 9.3%。

【工业】2022 年，临安区有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711 家 ；全年总产值超亿元企业

190 家，其中总产值超 100 亿元企业以

上 2 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290.73

亿元，增长 3.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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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率 100.4%，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

产 值 率 48%。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251.93 亿元，增长 5.6%。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84.2%，提高 2.8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 84.31 亿元，增长 5.7%，

占GDP的 12.5%，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产

业增加值 79.64 亿元，增长 5.8%。

【固定资产投资】2022 年，临安区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7%，其中，制造业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交通投资、项目民

间投资、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投资分

别 增 长 24.7%、35.8%、23.7%、17.1%、

47.1%。 全 区 97 个 重 点 实 施 项 目 完

成投资 162.4 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

318.41 亿元，增长 1.6%。房屋施工面

积 1360.99 万平方米，下降 6% ；新开

工面积 112.62 万平方米，下降 63.4% ；

竣 工 面 积 148.62 万 平 方 米，下 降

45.2%。商品房销售面积 79.7 万平方

米，下降 65.4% ；商品房销售额 155.55

亿元，下降 67.9%。

【商业贸易】2022 年，临安区批发和

零售业增加值 42.41 亿元，增长 2% ；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8.41 亿元，下降

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4.28 亿

元，增长 5.5%。进出口总额 321.75 亿

元，增 长 31.6%，其 中 出 口 227.51 亿

元，增长 38%。

【金融】2022 年，临 安 区 财 政 总 收 入

131.99 亿元，下降 11.4%，扣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增长 3% ；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83.99 亿元，下降 7.1%，扣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增长 4.6%。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06.18 亿 元，增 长 2.4% ；用 于 民 生

支出 82.5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 77.8%。实际利用外资 2.02 亿美元，

招引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40 个，其中 10

亿元以上签约注册项目 8 个。金融机

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427.58 亿元，增长

13.9%，其中居民储蓄 642.92 亿元，增

长 22.4% ；本外币贷款余额 1465.53 亿

元，增长 20.3%。

【旅游】 2022 年，临安区旅游景点接待

游客 518.46 万人次，增长 15.9% ；门票

收入 6486.63 万元，下降 7.3%。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 341.2 万人次，增长 1.4% ；

经营收入 9.37 亿元，下降 0.05%。新增

省级AAAA级景区镇 1 个、AAA级景区

镇 6 个。

【城乡建设】2022 年，临 安 区 交 付 限

价房 2377 套，完成老旧小区综合改造

108 万 平 方 米，加 装 小 区 电 梯 20 台。

新增停车位 1384 个。完成新（改）建

城市道路 20 条，新增绿化面积 110.4

万平方米，建设绿道 38 千米。15128

个泊位实现“先离场后付费”，新增智

慧养老院 1 家、康养联合体 3 家、婴幼

儿成长驿站 13 家，新（改）建健康步

道 20 条、健康主题公园 8 个。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48.69 亿 千 瓦 时，

增 长 3.4%，其 中 城 乡 居 民 生 活 用 电

10.08 亿千瓦时，增长 28%。自来水平

均日供水量 22.93 万吨/日，全年供水

量 8368.88 万吨，其中居民家庭用水量

2142.12 万吨。修复城区路面 43.9 万平

方米、人行道 3.8 万平方米、道路侧平

石 5516.5 米，养 护 桥 梁 56 座，疏 通 管

道 659.6 千米，清理各类窨井 29786 只。

全年处理数字城管案件 13.9 万条。

【生态环境】2022年，临安区完成6个镇

街、5个工业园区、12个生活小区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全年污水处理量5302.38

万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29天，优

良率90.1% ；全区PM2.5平均浓度30.3微

克/立方米，达国家二级标准以上。

【公用事业】2022 年，临安区公路通车

里程 2925 千米，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104 千米 ；公路运输货运量 960 万吨，

公路货物周转量 59781 万吨千米 ；完

成公路旅客运输量 81 万人次，公路

旅客周转量 5865 万人千米。邮政业

务总量 1.51 亿元 ；快递业务量 0.19 亿

件，增 长 10.7% ；快 递 业 务 收 入 0.59

亿 元，增 长 2.7%。 专 利 授 权 量 4796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615 件，增

长 19%。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3.56%，提

高 0.21 个百分点。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 支 出 中 科 技 支 出 4.94 亿 元，增 长

16.9%，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 4.7%。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18 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234 家，累

计分别达 542 家和 1254 家。

【教 育】2022 年，临 安 区 有 幼 儿 园 75

所，在园幼儿 19057 人 ；小学 41 所，在

校 学 生 35171 人 ；初 中 19 所，在 校 学

生 15015 人 ；普通高中 5 所，在校学生

7774 人 ；职业高中 2 所，在校学生 4174

人。 学 前 三 年 幼 儿 园 入 园 率 99.2%，

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初中入学率

100%，初中升入普通高中比例 57.9%，

升入各类高中比例 99.5%。

【文化】2022 年，临安区文化产业增加

值 15.15 亿元，下降 1.7%。新建乡村博

物 馆 3 家、城 市 书 房 3 家、文 化 驿 站 1

家，送戏下乡 186 场，送展览 313 场，文

化走亲 25 场，送书下乡 6.5 万册，组织

阅读推广活动 960 场次，举办全民免费

艺术培训班 278 次。开展各级体育赛

事活动 870 余场，新增嵌入式体育场地

面积 8.01 万平方米。

【医疗卫生】2022 年，临安区有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 484 家，床位 2972 张，专业

卫生技术人员 5422 人。区级医疗机构

门（急）诊 321.76 万人次、住院 7.93 万

人次，基层医疗机构门诊 460.14 万人

次。全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数 30.73

万人，签约率 48.4%。健康产业增加值

57.98 亿元，增长 29.1%。

【社会保障】2022 年，临安区新增参保

企业 973 家，新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员 7185 人，年末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

保人数分别为 42.93 万人、54.13 万人、

27.58 万人和 20.77 万人。有城乡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306 个，镇（街

道）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0 个。有各

类福利院、敬老院、养老机构 24 家，床

位 2620 张，收养 1034 人。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调整至每人每月 1216 元。

全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1.27 万人，全

年发放各项困难家庭救助金 2.69 亿

元。全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4796 人，

新增就业岗位 30106 人，帮扶失业人

员再就业 4593 人。                 （柴钰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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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临安区主要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

书　记 ：杨国正

副书记 ：杨泽伟　李莲萍

常　委 ：王　翔　陈立群

陈　娜　蔡　萌

裘　凯　斯晓健

孙　超　卢　利

■中共杭州市临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区监察委员会）

书　记（主任）：斯晓健

副书记（副主任）：洪国庆

　　　　　　　　余　晟

■区委工作部门

办公室

主　任 ：王学超

组织部

部　长 ：裘　凯

宣传部

部　长 ：孙　超

统战部

部　长 ：陈　娜

政法委

书　记 ：李莲萍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陈晓华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陈小忠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马锡钧

信访局

局　长 ：钱春雷

老干部局

局　长 ：寿屹峰

■杭州市临安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主　任 ：钱美仙

副主任 ：俞琳波　高吉亚

吴云海　鲁一成

张　勤

党组书记 ：钱美仙

党组副书记 ：俞琳波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部门

办公室

主　任 ：管浩峰

监察和法制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叶志伟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董一兵

教科文卫民宗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方英儿

代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邵鹏飞

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刘　明

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邱建国

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程爱兴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

区长 ：杨泽伟

副区长 ：王　翔　王忠敏

洪　亮　田江波

罗爱芬　祖哈尔

张　凯

党组书记 ：杨泽伟

党组副书记 ：王　翔

■区政府工作部门

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 ：陈　栋

区发展和改革局

党委书记、局长 ：李届胜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党委书记、局长 ：雷新钱

区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 ：褚凯军

区科学技术局

党组书记 ：黄文豪

局　长 ：叶　剑

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 ：王忠敏

区民政局

党委书记、局长 ：严益生

区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 ：章威力

区财政局

党委书记、局长 ：黄生云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委书记、局长 ：郑　盛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委书记、局长 ：方远洋

区交通运输局

党委书记、局长 ：盛星辉

区水利水电局

党委书记、局长 ：汤文卓

区农业农村局

党委书记、局长 ：李届胜

区商务局

党委书记、局长 ：黄浙挺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 ：何军梁

区卫生健康局

党委书记、局长 ：洪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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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童祝平

区应急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 ：姚建宏

区审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 ：王　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 ：陶　彧

区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 ：潘乔仙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党委书记、局长 ：骆晓明

区数据资源管理局

党组书记 ：张　群

局　长 ：贾炜琦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 ：江雪荣

杭州市医疗保障局临安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 ：梅晓波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 ：许　贺

■政协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届委员会

主　席 ：李赛文

副主席 ：冯　镭　楼国富

裘小民　张　敏

胡廖明　徐书金

胡水元（提名人选）

党组书记 ：李赛文

党组副书记 ：冯　镭

■区政协工作部门

办公室

主　任 ：李红樱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周　骋

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 ：周向东

城建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 ：胡建强

社会法制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鲍永祥

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

主　任 ：王亚红

委员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傅贤军

■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 ：夏　强

■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 ：李　军

■区人民武装部

部　长 ：卢　利

政　委 ：徐　晔

■浙江杭州青山湖科技城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蔡　萌

■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国权

■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 ：董德民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和

工商联

区总工会

党组书记 ：章　蓉

共青团临安区委

书　记 ：季煜程

区妇女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 ：金琴波

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 ：周忠辉

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 ：徐冠玉

区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书记、主席 ：顾晓芬

区残疾人联合会

主　席 ：高吉亚

党组书记、理事长 ：邓志明

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　席 ：帅建筑

区红十字会

会　长 ：高吉亚

党组书记 ：楼　红

民进临安区委员会

主　委 ：胡廖明

农工党临安区委员会

主　委 ：王亚红

区工商业联合会

主　席 ：林建华

党组书记 ：楼金山

■其他机构

区委党校

校　长 ：裘　凯

区委党史研究室

主　任 ：凌亦鹏

区档案馆

馆长 ：郑柏鹏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姚　珂

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

党组书记 ：王　翔

主任 ：祝学文

杭州临安新闻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主任、总裁 ：肖碧莲

总编辑 ：马　俊

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临安分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沈淑珍

清凉峰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何军梁

（兼任）

区社会治理中心

主任 ：韩　颖

区供销合作总社

党委书记、主任 ：郭军波

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 ：空　缺

锦南新城管理委员会

党工委书记 ：空　缺

管委会主任 ：原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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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控公司

董事长 ：万凌峰

浙江国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毛光旭

总经理 ：徐　进

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蒋会京

总经理 ：王小强

浙江杭州青山湖科技城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空　缺

总经理 ：章晓航

区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吴　兵

总经理 ：陈国春

■部分驻临机构

区税务局

党委书记、局长 ：葛欣欣

区气象局

党组书记、局长 ：姜纪红

国网临安供电公司

党委书记 ：王一达

总经理 ：朱卫东

中国电信临安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郎华江

中国移动临安分公司

总经理 ：朱利强

中国联通临安分公司

总经理 ：王亮静

杭州临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邵新强

中国邮政临安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吕建平

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党组书记、局长（经理）：傅建国

中国人民银行临安支行

党组书记、行长 ：陈　梁

浙江银保监局临安监管组

组长 ：罗康云

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理事长 ：张　勇

行　长 ：张远明

■镇、街道

锦城街道

党工委书记 ：徐　强

办事处主任 ：范　斌

锦北街道

党工委书记 ：巫振江

办事处主任 ：谢涤平

锦南街道

党工委书记 ：王　巨

办事处主任 ：胡昉临

玲珑街道

党工委书记 ：蒋　波

办事处主任 ：林　斌

青山湖街道

党工委书记 ：陶　乐

办事处主任 ：唐宏渊

板桥镇

党委书记 ：叶阳帆

镇　长 ：徐俊超

高虹镇

党委书记 ：陈熊滨

镇　 长 ：周海鹏

太湖源镇

党委书记 ：曹源发

镇　 长 ：徐晟宇

於潜镇

党委书记 ：徐　春

镇　 长 ：葛可揽

天目山镇

党委书记 ：叶浩然

镇　长 ：楼晓燕

太阳镇

党委书记 ：徐晓强

镇　长 ：裘国平

潜川镇

党委书记 ：王　静

镇　长 ：帅玉康

昌化镇

党委书记 ：金　毅

镇　长 ：林相剑

龙岗镇

党委书记 ：蔡　杰

镇　长 ：姚　晗

河桥镇

党委书记 ：鲍浩亮

镇　长 ：左　鼎 （建议人选）

湍口镇

党委书记 ：钱　兴

镇　长 ：郑　宇

清凉峰镇

党委书记 ：钱　波

镇　长 ：卞迎翔

岛石镇

党委书记 ：包钱法

镇　长 ：余　旭

（区委组织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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