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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月明星稀，古县城夜景如画。来古城，住民
宿，沉浸观景。

古县城民宿，分布在古县城的西南、西北两大区域内
且各具特色，并与进驻的商家以及一些文保古建毗邻，融
为一体。其风格古朴典雅，仿佛让人置身于数百上千年前
古县城的生活场景中，有着极强的时代穿越感和时空体验
感，体现出“一城看山西，一街五千年”的文化传承。

从古县城北面的延西门进入，步行约几百米，便是古

县城民宿的泰·桃源院落。青砖瓦片、飞檐斗拱的建筑风
格，仿佛将城市喧嚣隔离，生活节奏随之慢了下来，让人感
到非常惬意。取桃源之名，寓意闹市之中的世外桃源，心
之所属之地。不在世外却在桃源，歇在红尘隐在心间。

推门进去，才知里面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乡土感与时
尚感并存，既有山西地域特色，又符合当代人审美和舒
适。传统古建筑木梁结构，体现了粗犷天然的美感。在整
个院落布局当中，让人心旷神怡的莫过于隐藏在院落中一

个个独立的庭院。“走进民宿，犹
如走进古城高门大族，环境幽静
雅致，仿若时光穿越，很有意境
和格调，来这里度假和休闲是非
常棒的体验。”游客赵静说。

古县城是建筑在晋阳古城
遗址上的一座历史文化古城，西
倚西山，东依汾河，占地面积约
0.8 平方公里。城内历史建筑遗
存众多，十字街格局清晰，街巷
肌理完善，沿袭了晋阳古城“城
池凤翔余”的古老建筑格局，犹
如一只头北尾南的凤凰，自古就
有“凤凰城”的美誉。鲜明的地
方特色，“碧瓦飞甍千年魂，雕梁
画栋载昆仑”的古建筑与被称为

“中国民居建筑典范”的山西院
落交相辉映。

穿越时光，铭刻记忆，漫步
在古县城街巷，就像走入了历史
中。而栖息于古县城民宿内，会

让人们感受到不一样的古县城。
太原龙投云际文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酒店管理部副

部长刘锐说，目前，古县城民宿开放了 8 家院落、146 间客
房，其中泰·桃源院落是最早开放的院落，包含 19 间客
房。客房采用院落式，特别适合一大家子入住。小院内安
静惬意，可以用餐和聊天。院落还配套了集餐厅、休闲娱
乐室、水吧书吧、功夫茶室于一体的共享空间，游客置身
其中，可充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静谧。此外，福·晓月院
落，客房外扩阳台、庭院，让人在天人合一的意境中，观雨
听禅；昌·晋源院落，将汉文化建筑美学与唐文化建筑美
学相结合；福·兰庭院落，位于景区商业繁华区，进门是民
宿，出门便是景区……住在民宿中，可感受山西民居文
化，煮茶品茗，时光悠然。

“民宿近几年发展迅速，特别是具有天然‘地利’优势
的景区景点和旅游目的地城市，增长尤为明显。”刘锐说，
今年古县城民宿入住率较往年增长明显，如“五一”小长
假，客房预订率在 80%以上，其中，除省内游客预订外，周
边陕西、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等地游客也纷纷预订体
验。这些游客中，大多数是为了来古县城游玩，而提前预
订民宿，他们觉得这里轻松自然，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
样，能够更好地体验古县城的人间烟火色。

“一巷一街皆故事，一城阅尽五千年”，古县城和民宿
相互依存和增色，而民宿则在古城与游客之间架起了一座
深度体验的桥梁。 记者 刘志刚

古 县 城 民 宿 ：沉 浸 观 景 阅 尽 千 年
本报讯 “咱们自己种的土豆，吃起

来就是香，希望能走出梭峪，让更多人都
来尝尝……”9 月 25 日，古交市梭峪乡在
会立社区开展了庆“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展现“三农”发展成就，展示农业农村
现代化美好前景。

随着欢快的音乐，活动以扇子舞《丰
收中国》拉开了帷幕。阿姨们挥舞绸扇
舞姿优美，引得台下掌声雷动。随后，歌
曲《双脚踏上幸福路》和《祖国你好》唱出
了村民们对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喜悦……

紧接着，趣味运动会正式开始。“双人
运球”比赛激烈，村民们老少齐上阵，摩
拳 擦 掌 、跃 跃 欲 试 ，现 场 加 油 声 此 起 彼
伏、氛围浓厚。“吃山药比赛”更是让大家
啼笑皆非。参赛的闫大娘和身边人分享
着经验：“要有技巧，慢慢加速吃，一开始
就狼吞虎咽，后面就吃不动了。”

农产品展览会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
点，各村（居）宣传推介了本村的优质农
产品。一些村民围在展台边，挖土坑现烤
了会立社区展示的土豆、红薯。大家品美
食、话感想，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梭峪乡政府负责人说，此次活动重在
体现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营
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
的浓厚氛围。接下来，全乡将继续做好

“三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刘志刚、刘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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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山西获批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成为
继重庆之后全国第二个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

2019 年，由太原尧城机场飞往运城、大同、吕梁、长治
的 4 条短途运输航班相继起航，填补了省内短途航空运输
和低空旅游的空白。

2022 年 ，太 原 获 批 国 家 级 民 用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试 验
区，为我省探索无人驾驶航空行业管理与社会管理深度
融合、集聚行业内各种生产经营要素和科创资源开辟了
新路径。

用好优势，通航“起飞”。近年来，太原站在构建内陆
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战略高度，丰富通航业态，做大临
空经济，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9月 27日至 30 日，
2023 太原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将在太原举办。以博览会
为舞台，太原通航产业将再次迎来成长的“高光时刻”、发
展的“金色跑道”。

飞得稳 太原与通航渊源深厚

时钟拨回到 1956 年。山西通航首次作业，进行航空
物探放射性磁测飞行作业，开启了我省通用航空发展大
幕。1966 年，中国民航第二飞行总队落户山西，我省成为
中国通用航空最重要的基地。1992 年，在太原上空，山西
通航首次使用运-5 飞机发布商业空中广告，逐步拓展了
通航的服务领域和应用领域。

曾经的辉煌，穿越时空照亮今天。2019 年，随着一系
列利好政策出台和通航项目的不断推进，我省通航产业迎
来全新时代，林草、测绘、气象、交通运输等部门航空需求
旺盛，短途运输、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科技、航空体育
等通航产业迅速壮大。

2019年 10月 11日，首届尧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飞
行大会在清徐尧城机场开幕，全城沸腾。来自 9 个国家的
20 名跳伞运动员和 4 支国内飞行表演队表演的“空中芭
蕾”让观众大饱眼福。首展成功卖出 8 架 C42E 轻型运动
飞机，签约 16个项目。

2020 年 9 月 29 日，第二届尧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
飞行大会准时启幕，飞行视觉盛宴再次开启，观展人数 10

万+，20 多家企业现场签约，成交金额近 70 亿元。专业
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一流通航会展品牌初步成形，太原尧
城机场成为山西的通航名片之一。

2023年 1 月 31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韦韬在调研我
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时指出，要抢抓国家推动通用航空大

发展和改革低空空域管理体制的战略机遇，加紧制定太原
通航产业发展规划，着力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保障有
力、产业协调的通用航空体系；要发挥省会优势，整合省城
航空企业、高端智库等资源，理顺体制机制，形成“1+1>2”
的聚合效应，加快通用航空全产业链发展；要健全投融资、
产业、用地、人才等政策扶持体系，加快通航产业园建设，
让省城通航产业“飞起来、热起来、强起来”。

发展通航，步履铿锵。“十四五”期间，太原将继续完善
通航机场网络布局，提升通航服务保障能力，完成航空飞
行营地等各类主要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推动通航产业高质
量发展。

飞得快 打造通航业示范样板

通用航空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我市明
确提出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新高地，发展通航产业、做大临空经济是重要途径、题中
之义。围绕这一战略部署，我市通航产业在短时间内迅
速发展壮大——多条省内短途运输航线相继开通，中俄
合资东方米卡航空工业园区落户太原，山西航空产业综
合馆正式开馆，国内外通航企业密集入驻太原……蓬勃
向上的航空产业已成为太原产业转型、城市升级的一张
闪亮名片。

无人机产业的快速成长，也为通航产业发展注入新动
能。无人机配药、画 90 度圆弧……今天的太原，无人机作
业已成为农业生产的“标配”。“精准、高效、安全，省时、省
力、省成本；过去靠人工每人每天只能施肥 3 亩，现在无人
机 1 天半就可以完成 400 亩稻田的施肥。”说起农田里的
新科技，王郭村村委会副主任王秋生对植保无人机的出色
本领赞不绝口，“播撒底肥后，马上就要翻地，无人机可以
智能识别已施肥区域，并迅速补撒到位，施肥全覆盖，土壤
肥力更均匀，这水稻咋能不丰收？”

不止农业，应急、公安、交通、林草、水利、能源等各种
应用场景都有无人机的身影。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通
航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无人驾驶航空正以全新的理念为航
空业带来变革，成为推动航空领域创新、消费业态升级的
新动能。

抓住机遇，乘势而上，2022 年，太原获批国家级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跻身“国家队”。

作为试验区的建设运营单位，山西通航集团聚焦各个

产业、行业对无人机的运行需求，重点推进大型无人机试
飞验证、无人机与有人机融合运行等任务，探索“5G+无人
机”技术，拓展无人机产业体系，构建集商业价值、要素创
新、应用生态、配套产业深度融合的无人机产业生态系统，
将试验区打造成北方民用无人机产业示范样板。

飞得好 “空中看山西”品牌打响

作为省会城市，助力山西“通航强省”目标建设，太原
是重要支撑、基础底座，更是通航产业“率先发展”的擎旗
者。“十三五”以来，山西建成太原尧城、大同南六庄、长
治沙家庄 3 个通用机场，建成航空飞行营地 9 个、校园航
空飞行营地 4 个。建成山西通航运控中心一期，具备 A

类飞行服务站保障能力。尧城机场、大同南六庄机场实
现 本 场 空 域 常 态 化 飞 行 ，飞 行 计 划 缩 短 到 提 前 1 天 申
报。太原、大同、长治等通航产业园区初步形成省内 3 大
通航产业集聚区。累计开通 8 条短途运输航线，成为我
国单位国土面积短途运输航线密度最高的省份。太原尧
城机场成为国内短途旅客运输量增速最快的通用机场。
五台山、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介休绵山、太原晋阳湖、大
同古城等重点区域实现常态化运行，低空游览、空中摄
影、空中娱乐等旅游业务百花齐放，“空中看山西”旅游品
牌已经打响。

我 省 通 航 业 在 短 途 运 输 领 域 的 表 现 尤 为 亮 眼 。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8 月 31 日 ，山 西 短 途 航 空 累 计 运 输 旅
客 29340 人 次 ，航 线 数 量 、飞 行 量 和 运 输 量 位 列 全 国
第 二。

展望未来，到 2025 年，通航市场业态将更加完善：短
途运输航线达到 16 条以上，低空旅游项目达到 26 个以
上，航空体育、人工影响天气等保持国内领先水平，“通
航+”“+通航”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航空应急救援、航空
医 疗 救 护 、警 务 航 空 体 系 建 设 不 断 完 善 。 省 内 通 航 飞
行 员将达到 400 人以上，通用航空飞行量达到 6 万小时
以上。

《山西省通用航空业发展规划（2018-2035 年）》清晰
地勾勒出通航产业发展 3 个阶段的宏伟蓝图，规划提出
2035 年远景目标——通用航空业直接产值达到 500 亿
元，带动总产值达到 1200亿元。

在通用航空的“新蓝海”上，太原率先起飞，御风前行，
必将助力山西“通航强省”战略目标加速实现。

记者 贺娟芳

冲 破 秋 空 一 点 青
——写在太原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即将开幕之际

临近“两节”假期，我市各学校举行形式多样的“迎国庆”主题活动，祝福祖国母亲。图为 9 月 25 日，青年路小学举行
迎国庆主题汇演。 张昊宇 刘欣宇 摄

本报讯 9 月 25 日省人民检察院消息，经考核、调整、
增选，最高检日前确定 209 人为第三批全国检察机关调研
骨干人才。我省共有 4 人入选，其中我市两人。

按照相关规定，最高检对全国检察机关调研骨干人才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每 三 年 重 新 评 选 一 次 。 最 高 检 评 选 委 员
会 对 第 二 批 调 研 骨 干 人 才 过 去 三 年 的 调 研 业 绩 进 行 考
核，考核优秀的继续入选第三批调研骨干人才；考核合格
的保留参评资格，与新申报人员一并进行打分排名，按照
一定比例入选第三批调研骨干人才。第二批调研骨干人
才原在库人员 261 人，因调离、职务调整、考核评比、年龄
等原因退出 125 人，在此基础上，第三批调研骨干人才新
增选 73 人。

此次评选，我省检察机关入选的 4 名干警分别为：山西
省人民检察院史永升、吴杨泽，太原市人民检察院陈长均、
陆瑞芳（女）。

据了解，最高检将加强调研骨干人才的管理使用，组
织、抽调调研骨干人才参与法律草案、立法建议、司法改革
等专题研究，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起草，指导性案例、典
型案例编写以及其他重大调研工作。 （刘友旺）

本报讯 9 月 24 日下午，中共太原市委人才办和太原
市人社局在山西潇河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筑梦青春 才聚
并州”2023 年太原市人才引进宣介会暨人工智能专场招聘
会（山西大学站）。

宣介中，市委人才办从“文化认识、区位认同、产业认
可、政策认定”4个层面，对太原的山河之美、人文之美、精神
之美、产业之美以及发展空间、产业能级、创新环境作了全
面推介。

2018年以来，太原市每年投入 10亿元人才开发专项资
金，对人才引育给予实打实的支持和全方位的保障。推出 6

大类 61 项人才政策，符合相应条件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
生，5 年分别可累计最高享受 53 万元、31 万元、17 万元的人
才补贴。“免费人才驿站+租赁住房+人才公寓+团购住房+

购房补贴”的人才住房保障体系，让人才“来了有房住，留下
有住房”。参与活动的同学纷纷表示，宣介会不仅体现了太
原市人才政策对毕业生的满满诚意，现场提供的“人才礼
包”中的太原本地月饼、醋饮等特色小吃，更让他们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温暖爱意，如果有合适的岗位，愿意选择太原、
留在太原。

活动中，涉及互联网、机械、制造业、IT 等行业的 50 家
人工智能领域优质企业，提供了涉及 AI 专业数据分析员、
机器人视觉算法工程师等 121 个岗位、招聘需求 453 人，吸
引 500余名学生参加。 （李晓并）

让更多人才留在太原
人才引进宣介会暨人工

智 能 专 场 招 聘 会 举 办

我市两名检察官入列

第 三 批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调研骨干人才评选揭晓

古县城民宿内景。 （受采访单位提供）

（上接第 1版）
混合竞技团体赛这枚金牌，是杭州亚运会开赛后中国

队在跆拳道项目上收获的第一枚金牌，也是山西健儿在本
届亚运会上斩获的第一枚金牌。

混合竞技团体赛在东京奥运会上首次成为表演项目，
中国队参赛并获得冠军。本届杭州亚运会上，混合竞技团
体项目成为新增项目，中国队成为了该项目进入亚运会后
的第一个冠军。

周泽琪 1999 年出生于太原市，身高 1.86 米，体重 67 公
斤，曾是成成中学排球队运动员。在省、市教练共同发掘
下，周泽琪于 2016 年告别了排球运动，转而进入山西省跆
拳道队训练。

仅用了两年时间，天赋异禀且训练刻苦的周泽琪，便进
入国家跆拳道集训队。2022 年至今，周泽琪随国家队出征
了一系列赛事，并在奥地利公开赛、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
会等大赛中夺冠。

9 月 28 日，周泽琪还将在本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67

公斤项目上，向新的胜利发起冲击。 （杨尔欣）

比赛中的周泽琪（蓝方）。特派记者 宿晓健 李学军 摄

太 原 姑 娘 周 泽 琪

助中国队再夺一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