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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恩格尔系数的高低作为评价国家贫富或地区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世界广泛应用&本文利用
!"#&

年榆

林市统计年鉴数据分析该地区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较发现恩格尔定律不能有效解释在该地区的部分现象&深究其因$是

恩格尔系数的计算结果受到如社会保障体系'居民消费观念'食品价格'非食品支出价格等多种影响因素的制约$在此基础上

针对性地提出提高榆林市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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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德国著名的社会统计学家厄恩斯

特5恩格尔提出恩格尔定律以来$恩格尔系数在评

价西方国家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实施的

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

+

!"

世纪
E"

年代中期$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其作为评

价国家贫富或地区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即恩格尔系数在
&"W

以下为最富裕$

&"W

!

G"W

为

富裕$

G"W

!

B"W

为小康$

B"W

!

$"W

为温饱$

$"W

以上为绝对贫困$这一国际标准加速推进了恩格尔

系数的应用&

*

!

+

一"榆林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析

以,

!"#&

年榆林统计年鉴-为数据来源$结合

!"#!

年恩格尔系数和居民收入$对比分析榆林市城

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分析各地区恩格尔系数

的差异程度$计算结果如表
#

所示&

从表
#

数据中可得出%

#?

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榆林市各区县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呈上涨趋势$涨幅
#"""

到

&"""

元不等&其中涨幅最大的是榆阳区$城镇居民

较
!"#!

年同比上涨
##?BW

$农村居民较
!"#!

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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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涨
#&?&W

!涨幅最小的是神木县$城镇居民较

!"#!

年同比上涨
!?EW

$农村居民较
!"#!

年同比上

涨了
B?BW

&

!?

榆林市各行政区划之间恩格尔系数变化趋势

差异明显&

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的地区有%横山"

AG?

!W

$

#?BW

#'吴堡"

A&?EW

$

#?BW

#'靖边"

A"?EW

$

A&?#W

#'定边"

"?BW

$

AD?BW

#和佳县"

"?BW

$

A

#GW

#$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佳县农村居民恩格尔

系数$从
GG?%W

下降到
&"?%W

$下降幅度达到了
#G

个百分点&

而恩格尔系数呈上升趋势的地区有%子洲"

$?

&W

$

"?&W

#'榆阳"

BW

'

B?!W

#'清涧"

G?EW

$

&?

$W

#'米脂"

G?&W

$

!?EW

#'府谷"

G?#W

$

A"?!W

#'

神木县"

!?#W

$

$?BW

#和绥德"

"?#W

$

#?%W

#&

表
#

!

!"#!A!"#&

年榆林市城乡居民收入与恩格尔系数表

项目

!"#!

年
!"#&

年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恩

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恩

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恩

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恩

格尔系数

榆林市
!G#G" !%?! E$D# &$?# !$D!" &#?" D$DE &B?$

榆阳区
!$"E# !D?B #""""?$ &!?E !%"$% &&?B ##&&#?# &E?%

神木
!%&#$ &"?$ #!B&E &G?& &"#"" &!?E #&!!G?% G"?D

府谷
!%"D& !D?G ##ED&?& &%?$ &"&%! &!?B #&""#?B &%?G

横山
!&%!" &!?% ED$"?G &!?$ !$B!E !D?E DE!B &G?#

靖边
!D$B! &"?% ##G#&?# &!?& &""DB &"?! #!$D" !%?!

定边
!B!E# !B?D %G%#?B &E?G !D#B! !$?& #"EGG?! !D?%

绥德
!!E"D &!?% $$&"?! GG?B !B#&D &&?" E&!$ G$?G

米脂
!&#ED !$?# EB"%?& &E?D !B$D# &"?G D!%"?# G"?B

佳县
!#G#! !D?# $G"D GG?% !&D#" !D?$ E!BG &"?%

吴堡
!#%%! &G?G $BBE?$ G$?& !G&$E &"?E E&B#?E GE?D

清涧
!#$EB &"?$ $B""?# GG?E !G#!G &B?& E&B!?! GD?&

子洲
!#%$E !B?% $BD!?! !D?& !GG"$ &!?! E&%&?$ !D?$

!!

资料来源%根据
!"#!

年'

!"#&

年榆林统计年鉴资料整理得出&

!!

!"#!

年$定边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最低$为

!B?DW

$已经进入最富裕的行列!吴堡县城镇居民恩

格尔系数最高$为
&G?GW

$处于富裕行列!农村居民

恩格尔系数吴堡县最高$为
G$?&W

$实现小康水平&

从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吴

堡县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

年定边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依然最低$为
!$?&W

$

保持在最富裕行列中$清涧县最高为
&B?&W

!而农

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最低的是子洲县$为
!D?$W

$最

高是清涧县$为
GD?&W

&

以上数据呈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根据恩

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的上涨意味着食品消费支出

占总消费支出的比率提高$那么为什么在榆林全市

居民收入整体上涨的情况下$有的区县恩格尔系数

开始下降$有的地区却大幅增长4 这就需要我们进

一步对其消费结构进行分析&

二"榆林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

消费结构是反映人们生活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

在结构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本节主要是在对比

城乡消费结构比例的基础上$横向比较榆林市城镇

及农村的食品类消费$来分析居民的膳食结构*

&

+之

所以选择通过分析消费结构来回答上节提出的问

题$是因为恩格尔系数本身就是子消费与总消费的

比率&通过对比消费结构$可以发现影响恩格尔系

数的外部原因$而分析食品消费内部结构$则可以进

一步发现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内部原因&根据,

!"#&

年榆林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榆林市城乡居

民食品消费结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性支

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主要食品消费量$如表

!

'表
&

和表
G

所示$以说明消费结构方面的现实

状况&

通过对表
!

数据进行分析%

#?

从全市上看$榆林市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明显&

食品消费上$城镇低于农村
G?G

个百分点!衣着消费

上$城镇高于农村
%?&

个百分点!居住消费上$农村

高于城镇
#"

个百分点!交通通讯上呈现不同趋势$

一部分县区农村高于城镇$另一部分城镇高于农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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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县区之间差异在
#G

个百分点波动$说明榆林市各

个地区交通通讯的发展并不均衡!文教娱乐消费上$

城镇高于农村
&?!

个百分点!医疗保健上$农村高于

城镇
!?B

个百分点$其他支出城镇高出农村一倍!而

家庭设备相差不大$保持在
#

个百分点以内&

表
!

榆林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表#单位!元$

项目 全市 榆阳 神木 府谷 横山 靖边 定边 绥德 米脂 佳县 吴堡 清涧 子洲

城镇

居民

生活

消费

结构

H#G&"&?D#B"E%?%#&B$&?D!"&B!?G#!B$%?%#E!B"?##%&&E?E%!&%?##&BE$?G#&DEG?G##&EB?%%#$&?$#&BEG?#

K#GG$G?E B"B&?# GG&D?D $$!"?B &$"& B!#G?G B"D%?% &"B& G#!!?$ &%$#?B &G%G?E &!&G?B G&EB?E

K!!#"&?D #D!& #E!G?E &EE"?& !"#&?E !#!D?# &!G#?D #$DG?B #D"B?E #$B%?B #G!!?E %!$?% !BB#?G

K&#BBB?& !!"B?G #%"B?# #B&!?G #"!$?E !##B?! #!%#?# $DG?! #GE!?G !D"B?# #EG&?E $D#?B DGD?D

KG#"##?E DDD?D %!$?# #!G#?& %B% ##!"?$ #&!#?# $&D?G %$$?% $B$?# ##&&?& %$!?G #&$!?D

KB!"!%?D #G&!?B #%!#?% !$!D?G #B&$ &B%%?G &EBB?& %"#?G !!$#?# #!D%?! #$#!?$ B"D?G #D$D?B

K$#!#!?D #$GE?G #"GD?B #$&" #B!"?B #G"&?E #G"E?% #"#&?$ %&&?! #"#G?$ #""D &&! ##BG?#

KE %BD?B #GGG?E #""!?% #&%&?B E#E?E %"#?# #&!%?G &#B?% ##D#?D #"E&?G B%&?! D#"?% !$D?E

KD#"BE?& BDB B%B?D #B&$?! ##%&?& E$E?B #%"#?& %GD?! D&#?E #G#B &$E?$ #E"E?# ##GG?!

农村

居民

生活

消费

结构

H EG!B?& E"E"?D B%D% #""!B?EBD""?E##GB&?D##G%&?#&ED%?E BEB$ D"#%?% G%!G?B !$""?B $E&!?$

K#!$G!?! !$E$?% !GGB?G &%B#?B #%E$?& &&GG?B &&#$?B #EB$?% !&!%?D !GD#?% !&BB?$ #!BE?! #%!B?!

K! G"!?$ G"&?! !#"?% EE%?$ &$%?D G##?D $&!?B &&D?E &G&?& &%G !$B?E #DE?G GGD?E

K&#BG%?# ##"#?& #&!#?$ #"&!?% $%" &B#E?D &&$E &E%?B #"&D?G !"BB?% &"E #%! #!B!?G

KG GB%?G G!D?# !B#?G $!G?B &GD?D G$E?B B%&?B !GB?# !$$?& GD$?% #"&"?% ED?$ E%G?$

KB#"!%?$ ##G$ D#G #E#E?! #!$B?G #%&%?E #G#!?D &GG?D $$D?G E%D GDD?& !EE?E $EG?%

K$ &%&?& $!E?$ #!$?B B#$?! GDG?E GE!?G BG"?G #$G?& %B?% &G&?& #&"?! &!?% %G$?B

KE $D"?G B&G?% B$#?B #!ED?% B#$?G %E!?D $DD?E GBD?& E!G?% ##D%?G !G#?G GE$?D B"G

KD !$D?E #B!?% !BE?& #!G?% #G%?G !%E?! %G#?D #"!?# !D% !E?"B #"B?B %E?G #D$?B

!!

注%

H

表示生活消费总支出$

K#AKD

分别表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

和其他支出&

!!

!?

从各县区看$子消费支出分布差异大&食品

消费上$除清涧'靖边的农村比城镇分别低
&?$

'

#

个

百分点外$其余地区普遍高
&

个百分点左右$清涧最

高差距为
#&

个百分点!衣着消费上$除清涧城镇高

于农村
!?%

个百分点外$城乡普遍差距在
E

个百分

点以上$子洲最大相差
#!?#G

个百分点!居住消费上

除吴堡的城镇居民高于农村居民
%?#

个百分点$其

余县区的城镇均小于农村$最大差距为定边的
!!?$

个百分点!交通通讯消费上$榆阳'府谷'横山'清涧

的农村平均高于城镇
G

个百分点$靖边'定边'子洲'

吴堡'米脂则与之相反$城镇平均高于农村
G

个百分

点!家庭设备消费上$除吴堡农村高于城镇
##

个百

分点$清涧城镇高于农村
E?B

个百分点外$其余地区

差距不大!文化娱乐消费上$除了清涧农村高于城镇

B?$

个百分点外$城镇普遍高于农村$明显高于农村

&

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消费上$除了榆阳'定边'吴堡

城镇平均高于农村
#

个百分点左右外$其他地区农

村平均高于城市
G

个百分点以上!其他支出普遍城

镇高于农村&

进一步观察发现%不同区县在除食品之外的其

他消费支出上的侧重比例$是造成全市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但恩格尔系数呈现不同趋势的原因&这种

比例的不一致造成了恩格尔系数的幅度和全市总体

收入水平的不一致&进一步分析这个现象$不难看

出$榆林城乡之间消费结构呈现分层化趋势&

当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相当程度时$消费倾

向和选择消费的重点发生了层次区分的变化%鉴于

城镇和农村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居住'交通消费上城

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明显优势$而城镇居民在食品'

文化教育娱乐活动'衣着'其他的消费支出普遍高于

农村$体现出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改变333

由原先只满足物质需求到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以及追

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农村居民除了食物支出外$居

住'交通通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占据

生活支出的
E"W

以上$对文教娱乐'衣着的消费明

显低于同一时期的城镇水平&居住支出普遍显示农

村居民高于城镇居民$其中$

!"#&

年农村居民人均

居住支出为
#BG%?#

元$较上年增长了
&%?EW

$榆林

市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G?B

平方米$其中砖木面积为

%?%

平方米$钢混结构为
$?B

平方米$前两者的面积

之和不够人均住房面积的一半$侧面反映了农村居

住条件有待改善&另外农村生活用电增长'生活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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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大幅度降低也说明了农民在居住条件上有了新

的要求&而榆阳'府谷'横山'清涧与靖边'定边'子

洲'吴堡'米脂的消费完全相反$造成交通通讯支出

产生不同趋势的原因则是榆林市的特殊自然地域条

件&医疗保健方面$乡村人口为
#B%?##

万人$占总

人口的
GE?!W

$农村劳动力出村$老一辈留守$虽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上升$但农村人口对于医

疗保健依然坚持.小病不看'大病硬挨/的观念$这种

观念潜在地增加了医疗保健的支出&相比作为物质

生活方面不得不花的.硬消费/$作为精神生活方面

的衣着'文教娱乐用品等消费仍然很少&

表
&

!

榆林市城镇家庭平均每人主要食品消费量#单位!

`

Q

$

项目 全市 榆阳 神木 府谷 横山 靖边 定边 绥德 米脂 佳县 吴堡 清涧 子洲

粮食
DG?B $D?! E%?! DG?B #"G?G $G?# G"?E D$?# $%?$ ##D?G #$%?G #&%?# &%?!

油脂类
E?! D?$ G?E &?D %?B E?! $?D G?G %?% D?E ##?E #"?% &?%

蔬菜类
EG?! %! ##"?G DB?B $#?E D! BD?E B$?G $#?G B%?G B!?& ###?B #E?G

水果
!D?E &" G$?! &#?G !E?$ &!?$ &" !$?$ !$?& !!?E &"?$ ##?E #"?!

肉禽及

其制品
!#?E !B?& &&?B !%?! #D?D !$?# !!?$ ##?E !"?% !G?E #B?B ##?! G?$

蛋类及

其制品
$?D $?E D?# D B?B G?% $?# E?B E?$ $?& #&?% G?& &?#

水产品类
#?& #?& !?G "?% # !?% #?B "?B !?& "?$ "?G "?& "?#

酒类
! #?B #?$ !?G #?! &?D !?B "?% !?! !?# !?& !?B #

表
G

!

榆林市农民家庭平均每人主要食品消费量#单位!

`

Q

$

项目 全市 榆阳 神木 府谷 横山 靖边 定边 绥德 米脂 佳县 吴堡 清涧 子洲

粮食
&EE?! &E$?B #EG?% #DB?! #"& #%&?! !D$?B #%E$?$ #%%?B !!!?G B%#?& #&$?% #E&?$

油脂类
$?B !?B #?& B?! B?! B?# &?! ## %?G D?# % D?# #!?G

蔬菜
GG?# !% BB?E D$?% G&?B E#?B GE G" G#?% &&?G BE?G #"?$ #G

水果
#"?G B?& B?B #$?# B?& #G #$?# #"?$ #&?% #G?B #D?# #?% B?G

肉禽及

其制品
!!?B B"?B !!?% !$?E #G?G G$?D !B?E #"?D #B?! #D D?$ $?# #"?B

蛋类及

其制品
G?# !?! ! B?& ! E?B &?D &?G B?$ D?G $?E "?% !?E

水产品
"?$ "?E "?D "?E # "?% #?& "?B "?& "?! " # "?!

酒类
$?E B?G &?$ #"?! G?B #$?G #& &?D B?E G?E &?% !?& !

!!

鉴于表
&

和表
G

以同一标准进行计量$可以进

行比较$因此从以上数据得出%

#?

从全市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

存在差异&仅在粮食消费上$农村居民是城镇居民

的
G

倍$酒类消费则为
&

倍$蔬菜消费上$城镇居民

是农村居民的
#

倍$水果为
!

倍$蛋类及其制品为

#?$

倍$水产品为
!

倍$其余项目如油脂类'肉禽及

其制品相差不大&

!?

从各县区自身看$部分食品子消费支出呈现

出共性&农村居民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的食品子消费

支出为粮食和酒类&粮食消费上$除横山'清涧城乡

差距不大外$其余地区普遍在
!

倍以上$差距最大为

绥德$悬殊
!!

倍&酒类消费上$除清涧城乡差距不

大外$其余地区均在
!

至
G

倍&城镇居民普遍高于

农村居民的食品子消费支出依次为水果'蔬菜'蛋

类'水产品&这四项支出均高于农村同类消费的
!

倍以上&

通过观察$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内部原因是食品

子消费比例的构成&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与总消

费的比例$食品子消费比例影响恩格尔系数的浮动&

这同样也可以看出榆林市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

食品消费结构方面更合理$生活质量更高&

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对生活水平的

要求也日渐增长$这些要求相应地反映在了食品消

费结构中&不难看出$榆林市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

结构更加丰富$其中对于粮食消费量和水果'蔬菜'

蛋类'水产品消费量的此消彼长进一步证实城镇居

民膳食结构的合理改变$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有所提高$而农村居民在粮食'酒类消费量和食品其

他类别消费量的对比$说明了农村居民膳食结构仍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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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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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榆林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失效成因及对策分析

存在不合理&一方面$粮食消费量过高$过度占据了

整体食品消费结构$使得其他食品的摄入量大大降

低!另一方面$酒类消费量倍于全市平均水平$而众

所周知的是$饮酒过量不但损害身体健康'导致多种

疾病$而且会挤压其他食品子消费支出$致使食品消

费结构不合理$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三"比较结果的解释

#%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

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

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

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

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

*

G

+

然而$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恩格尔定律并不

能有效解释榆林市部分地区现象&恩格尔系数失灵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很多&这是因为恩格尔系数

的计算结果受到如社会保障体系'居民消费观念'食

品价格因素'非食品支出价格因素等多种影响因素

的制约&

#一$社会保障体系滞后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减少居民对未来的支

出预期压力$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激发居民对

当期的消费支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

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保

障能力不强$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未能实现

全面覆盖$保障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缺乏&

*

B

+

!"#&

年末$榆林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为
$DG?B#

万人$

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
#!GG?!$

万人&而我

国正在推进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改革又增加了

居民对预期未来支出&在未来生活消费信心不足的

前提下$.小富即安'温饱知足/的传统消费观念$导

致家庭降低消费$潜在地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

#二$居民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不同

在居民消费观念中$一方面居民越来越在意居

住环境'居住质量$也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有所要

求$而鉴于信息不断发达$交通日益便利以及榆林市

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相应地$对于居住'交通通讯'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几个方面的态度日益上升!另

一方面食品消费仍然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

因素$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的前提下$居民在食

品消费支出上更加注重膳食结构合理搭配$更加注

重营养性'均衡性'健康性$不同于以往只在乎果腹

之欲一类的简单粗放型的食品消费$已经开始朝着

合理'均衡型发展&除此之外$偏好外出就餐的消费

者的恩格尔系数通常表现较高$而外出就餐本身就

是生活质量的提升&

#三$食品价格因素推动与非食品价格因素制约

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加上

农业生产效率的逐年提升$使得粮食等基本的食品

价格相比改革开放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

$

+而其

他非食品支出如居住'医疗'交通等价格也会影响恩

格尔系数的波动&一方面$食品价格的下降使得食

品消费支出总体减少$相应地恩格尔系数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居住'医疗'交通等非食品消费支出价格

不断上升$挤压着食品消费支出$制约着恩格尔系数

的上升&

#四$农村居民精神生活匮乏

相比较城镇居民而言$农村的社会经济条件与

前者有着一定的差距&限于自身文化水平$传统'局

限的守旧观念$狭窄的活动空间以及单调循环的生

活方式$使得精神生活单调匮乏&另外$农村居民更

关注经济利益的提高而不考虑精神生活质量的

保障&

#五$酒类消费的社会文化

酒类消费是榆林市食品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

分&酒在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使得居民

对饮酒常识'饮酒量'控制趋势存在问题$城镇居民

的健康意识尚且不足$相比之下$作为思想保守地区

的农村居民更是存在不良.酒风/&以上特点在榆林

地区表现的非常突出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由于

地理位置上当地纬度偏高$属于温带半干旱大陆性

季风气候$加上该地与蒙晋甘宁四省区接壤$历朝历

代均在此修筑长城建立烽火台$受边塞军营和北方

少数民族的影响$市井平民都亲近杯中物$养成了陕

北男人的爱喝酒'能喝酒'会喝酒的生活习惯$酒文

化也是该地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提高榆林市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

#一$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以上数据显示$除了食物支出消费之外$文娱'

医疗'居住支出普遍占据很大比重&而恩格尔系数

的理论设定是建立当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在食品

支出相对降低的同时$社会福利将大幅度提高&也

就是说只有当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相

对比较健全时$恩格尔系数才会如实反映居民的生

活水平&而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明显不完善$

作为正在发展的制度$一方面提供的社会保障有限$

另一方面$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游离在社会保障体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系之外$这种情况导致了居民的抗风险能力下降&

*

E

+

因此必须加强统筹规划$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多

层次'宽领域'全覆盖&健康是决定居民生活质量水

平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健康状况是高质量生活水平

的前提&榆林市政府应继续加大医疗保障的资金投

入$大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医

疗需求&健全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地

区$从而实现居民老有所养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

#二$共建乡村居民宜居环境

改善人民群众居住环境$既是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共建乡村宜居环境的重要内

容之一&

*

D

+要紧紧围绕.宜居/理念$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住房条件&扎实推进宜居乡村建设工作$有利于

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

于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

目标$落实责任$把宜居乡村建设作为引领致富奔小

康的重要抓手$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途径&

要完善规划$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方式做好总体规

划$细化局部规划$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作$确保持续

发力&要突出重点$从村屯绿化'美化等问题入手$

统筹兼顾$将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要建立长

效机制$总结经验'发扬传统$在工作机构'保洁队伍

建设等方面$为工作开展提供有力保障$巩固现阶段

取得的成果&要保护'传承特色文化$充分开发利用

古镇'古迹'古村落$留住青山绿水$打造宜居乡村的

特色品牌&要加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形成以政府

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态势$

确保宜居乡村建设工作稳步持续推进&

#三$财政投资降低榆林地区交通成本

投资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抓手&榆林市

地区因自然环境的限制$形成了地势高亢'梁塬宽

广'梁涧交错的地理地貌&因此$对于解决本地区的

交通成本压力$政府应当从财政投资入手$加大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力度$多举措筹集资金$全面推进

公路等领域项目建设$切实发挥交通对经济增长的

保障性作用&

#四$宣传引导均衡膳食结构%改善居民食品消

费结构

目前出现的居民家庭膳食结构失调'营养搭配

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居民不懂吃的科

学$持有.吃得多'吃得好就是营养高/的偏见$重.主

食/轻.副食/$重.口味/轻.搭配/$致使某些营养出

现过剩$而另外一些营养则不足&因此$要通过多种

渠道大力宣传和普及营养科学知识$引导居民正确

消费$调整目前不合理的膳食结构$适当减少粮食消

费$同时适当增加各种高脂肪的油肉类消费以及各

种豆制品&除此之外$还要对饮酒习惯'饮酒观念进

行教育宣传$必要时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约束限

制不良饮酒风气&

#五$丰富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推动农村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加大对农村教育

事业的资金投入$在社区和现有群众文化设施的基

础上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夜校和农村大学$扩

大农村居民教育的覆盖面&有针对性地开发文化资

源$提供适合农村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大对农村

文体娱乐设施建设的投入$积极开展多种农村群众

性文体活动$确保农村居民能够便捷'优惠地使用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除去以上五点外$决定一个地区的消费水平最

主要的因素$还是该地区的经济水平&政府在推进

以上五点建设的同时$应该因地制宜的发展区域经

济$创造就业$勇于实施产业升级&只有全面提高榆

林市城乡经济水平$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才能有质

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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