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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深当岁暮，且咏有唐风。
每天，朝阳从太原东山升起。因为以东山为屏，迎泽

区是沐浴太原第一缕朝霞的地方。一座城市从这里打开
24小时。

锦绣太原风骨奇伟，迎泽是其中的重要例证。迎泽
区历史底蕴跨越五千年，商家熙攘，学府厚重，人流络绎，
钟鼓不息。一边守护着古意古韵，赓续精神；一边打开了
新序新篇，朝气蓬勃。

老城焕发新貌，一个多元立体的迎泽，与你撞个满
怀。聚焦太原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迎泽区锚定

“一个目标”，引深“三区建设”，统筹“五高协同”。“一个目
标”是围绕太原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扛牢省会中心城
区职责使命，坚定不移建设更高水平的首善之区。“三区
建设”是深耕服务业主导产业，强力推动“金融核心集聚
区、数字经济先行区、消费升级引领区”建设取得更大成
效。“五高协同”是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
品质生活、高标准保护、高效能治理，把迎泽打造成历史
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幸福之区。

综合实力稳步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府城文化传
承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生态建设步伐加快，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023 年，迎泽区交
出经济答卷如下：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164.9 亿元，增长 5%，增速
位居全市前列，总量稳居全省县区第一方阵。

——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首 次 突 破 千 亿 元 大 关 ，完 成
1023.3 亿元，增长 5.6%，绝对量占全市近三分之一、全省
近十分之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58 亿元，增长 4.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403.8 亿元，增长 10.8%；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4亿元，增长 10.5%。

——连续两年上榜“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主城区”，
获评“全国市辖区高质量发展百强区”。

—— 获 评“省 级 夜 间 经 济 试 点 城 市 ”，钟 楼 街 获 评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
街区”。

紧紧围绕“金融核心集聚区、数字经济先行区、消费
升级引领区”建设，迎泽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经
济发展呈现趋势向好、动能转强、效益提升的良好态势。

渡口归人簇如蚁，沙际纷纷雁行起。
龙年春节长假，遍布迎泽的柳巷、朝阳、

中正天街等商圈，行人如织，热闹非凡。经过
提档升级，这些街区华丽转身，成为服务山
西中部城市群发展的时尚消费中心。

城市漫步，必须打卡迎泽，吃住行游购
娱，迎泽从不缺席。徜徉在钟楼街、食品街、
上马街、南海街的宝藏小店，走走停停，玩玩
转转，地道美食最难将息，太原笑脸随处可
见。烟火气升腾，“夜经济”装点着迎泽月圆。

在太原服装城，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的商品。历经 30多年，郝庄村已经从东山脚
下的村落，发展成拥有东都、新东城、西城等
15 家主体市场的大型商业集团，日均人流量
10 万人次，形成了集服装、家具、建材、小商
品、家电、餐饮、娱乐、教育及商店、公寓等一
体化的商业体系。2023年 10 月，郝庄商贸 e

镇区域公共品牌“好 e庄”打造完成，朝阳—双
塔商圈推动网红经济、直播电商、物流配送等产业融合发
展，“从 0到 1”，磁吸而兴。

迎泽大街 126号，中国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办公楼所在
地。像这样的总部金融机构，迎泽大街南北两侧有 20余家，
另有金融、保险、证券企业 246家，堪称“金融总部一条街”。

畅通项目血脉，润泽实体经济，打造产业金融业务新
样本，迎泽区进一步放大金融优势，提高能级，实力出
圈。2023年 12月 5日，太原市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暨
太原金融法庭挂牌成立，这是全省首家办理金融案件的
专业化法庭，具有标志性意义。

迎泽大街两侧，正加快建设高端金融集聚商务楼宇，
加快形成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创新打造金融供应链
集聚地，除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融资担保等金融机
构入驻外，还将陆续引进会计、法律、资产评估、资信评级
等金融辅助服务机构。同时，陆续建设金融科技中心配套
人才公寓等设施。2023年，迎泽区入选“中央财政支持普
惠金融发展示范区”，获得奖补资金 2520万元。2023年，
金融业完成 272.10亿元，同比增长 5.6%，分别占到全省和
全市金融业的近 20%和 50%，占全区 GDP的 23.6%。

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太原加快建设区域现代服务
业集聚地，全面提升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拉动作
用。迎泽区率先起步，大力发展服务业，“金融核心集聚
区、数字经济先行区、消费升级引领区”建设驶入快车道。

锋芒利如欧冶剑，劲直浑是并州铁。
并州刀剪铁质优良，工艺精湛，映照千年历史。近年

来，各类人才纷纷奔赴迎泽区这块发展热土，激扬青春，建
功立业，恰如并州刀剪脱颖而出，绽放光彩。

周一，春雨后的太原空气新鲜。迎泽桥东中泰广场写
字楼，上班打卡的年轻人，肩挎背包，手拿早点，快步通过闸
机。这里的孵化基地，开始了新的一天。

晟尧跨境电商公司，目前是山西乃至华北地区唯一的亚马
逊运营支持类（SPN）服务商。公司人员中“95后”占了 90%。
作为主业，他们负责电商培训孵化，为从事跨境电商的创业者
引路。同时，晟尧跨境电商致力于推广山西特产走向世界，如
祁县玻璃、非遗文创等。公司副总经理王富介绍，公司向村民
收购麦穗，重新包装成精美的花束，以大麦取“大卖”寓意，在
亚马逊上线，销售十分火爆，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创收增收。

山西远大纵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专注于
建设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数字乡村等，正在谋划建立“山西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此引育高水平人才。公司首席
数据官王万里表示：“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人才，事业的
竞争说到底是要靠人才，当前公司对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以中泰、龙堡数字产业园为主阵地，以龙头企业浪潮集
团、中软国际为引领，迎泽区吸引山西远大纵横、世纪优优、
晟尧跨境电商等上下游近百家企业入驻，数字经济产业链
初具规模。同时，加快山西昆烟、太原热力、美原齿科等重
点行业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推动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互促，数字经济先行区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高楼多、公园多、商家多、名校多、医院多，这是人们对
迎泽区的印象。迎泽区加快城市更新步伐，积极推进老旧
小区提质改造，提升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水

平，推动养老、托幼服务健康发展。90%的家庭 15分钟内能
够到达最近的基层服务点。现有公办中小学 39 所，其中小
学 32 所、中学 6 所、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1 所。现有各级各类
幼儿园 82所。2022年，迎泽区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区。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
太原建设全省生态好、功能优、生活美的民生幸福首善

地，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迎泽区真抓实干，敢做善为，转
型发展迈出新步伐，民生福祉释放新活力，让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晋国颓墉生草树，皇家瑞气在楼台。
迎泽区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与太原市的人文底蕴

一脉相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97处、非物质文化遗产 69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处，所谓“千年府城、首善迎泽”。

这里有惊艳了千年的古建筑。永祚双塔是太原市的标
志之一，一砖一木、一花一石都见证着一段历史；纯阳宫，是
身处闹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九宫八卦院、涅槃变
相碑、常阳天尊像并列的“纯阳三绝”和“纯阳九景”“艺博八
宝”而著称，是古建与文物的瑰宝；明代崇善寺、清代太原文
庙，展示了卓越的古建艺术，传递着含蓄的古建之美。这些
俯拾皆是的历史建筑和人文地标，诉说着太原这座古城的
历史兴衰，展示了三晋大地厚重的文化底蕴。

这里有全国首座原址建设的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博
物馆创造了世界墓葬壁画原址保护的奇迹，馆内设“别都华
彩”“一眼千年”“简易标美”3 个展厅空间，以瑰丽纷呈的壁
画为媒介，讲述北齐晋阳的历史故事。站在“动”感十足的

《宴饮图》前，只要点击一下互动墙上的触屏，就能寻找到壁
画里丢失的乐器，并与乐伎共弹一曲；在元宇宙博物馆，只
需转动手柄便可“拿”起文物尽情观赏。壁画的魅力触手可
及，太原在北齐时期的繁荣和辉煌，近在眼前。

这里有承载着百姓记忆的老街古巷。择一个晴朗的日
子，漫步于上马街，街道两边的店铺青砖为墙，朱漆门窗，
一派古色古香的模样；起凤街，是古代读书人梦想开启的
地方，走在这条古街上，仿佛可见当年提着灯笼的应试士
子；傅家巷，孩童时代的傅山曾在这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帽儿巷如今叫食品街，原系宋代商业中心，
是帽子作坊和商店聚集的地方。这些老街古巷，浸润了千
年水月风情，携带着悠远绵长记忆，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太
原人。

延续城市文脉，繁荣城市文化，太原建设国内外重要文
化旅游目的地正逢其时。迎泽区正加速集聚人气，做好文
旅融合大文章，为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助力赋能。

诗作马蹄随笔走，猎酣鹰翅伴觥飞。
迎泽之美，在于山水和谐，在于生态宜居。天朗气清，惠

风和畅，抬头是醉人的“天空蓝”，四顾是怡然的“生态绿”。
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泽区内星罗

棋布的大型公园、错落有致的口袋公园已成为太原人的户
外“会客厅”和天然“健身房”。

迎泽公园有着 70年的建园史，改造后，迎泽公园疏密有
致、虚实有度，漫步其间，仿若进入江南园林。园内景致，四时
各异，春有郁金香争相绽放，夏有七孔桥夜色醉人，秋有望月
阁等古建筑自持厚重，冬有藏经楼雪景如画，让人流连忘返。

碑林公园古朴庄严，殿阁呼应，厅亭相望，摹勒刊刻傅
山先生和明清书法大家作品的大型碑石散布其间，碑在廊

中隐，廊在景中延，人在画中游。游人或登假山，或倚长廊，
或负兽石，或临摹碑帖，或驻足思考，优哉游哉。

汾河景区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近年来，随着汾河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这里驻足、栖息，其
中不乏白鹭、苍鹭、斑头雁、大天鹅、黑鹳等珍稀鸟类。据不
完全统计，已有超过 165 种鸟类在这里出现。晨光中，水波
粼粼，微风徐来，鸟儿们成群游弋、结伴翱翔，享受着蓝天碧
水。随着越来越多的候鸟出现，观鸟、拍鸟人士逐年增多。
人鸟共嬉，绘就了一幅生态和谐的美好画卷。

松庄游园、文庙巷小游园、双塔西街游园、南内环西巷
绿地、水西关北一巷绿地……上百处游园绿地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星星点点的绿意中跃动着盎然生机。市民们抬脚
走出家门，就是一处小游园，就是一个休闲点。

走出城区，东山旅游公路犹如一条巨龙，盘卧在山间。红
蓝两种主色蜿蜒曲折，蓄势待飞，延伸至天际。近年来，东山绿
色屏障已成规模，主线长 93.5公里的东山旅游公路，将人文、
生态、体育有机结合，成为户外游网红打卡地。东山旅游公路
与西山旅游公路相交后，连接了沿线 4处国家级传统村落、6处
市级农业旅游点、18座城郊森林公园以及 68处县级以上人文
景观。见山、见水、见路、见景，一条旅游公路，串起一路好风景。

董家庄森栖小镇位于迎泽区东山腹地，是一座以农业
休闲和康养为主题，融自然风光、田园生活和休闲游乐于一
体的生态小镇。山体层峦叠翠，民宿时尚诗意，湖景优美精
巧，原生态乡村返璞归真，成为太原人的天然氧吧。董家庄
森栖小镇已经入选山西省特色小镇，获得了中国美丽乡村、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企业等称号。

一座城市的幸福感，来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感同身受。
太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力度
之大，变化之快，有目共睹。身在迎泽区，可以推窗见园、出门见
绿、抬头见蓝，仿佛置身于城市花园。诗在远方，更在咫尺。

论三晋人豪，迹异心同，风亮日永；作百年
师表，顽廉懦立，霜满龛红。

这是一副纪念傅山先生的楹联。汾河东
畔，康乐街口，傅山碑林收藏有先生作品 222

件。刀凿斧刻，阴阳凸凹，一笔一画为岁月存
根，一撇一捺为风骨留痕。

人有底气，脚下有根，魂兮归来。太原文
庙，见证前人坚守儒学思想；大关帝庙，彰显太
原人的忠义信仰；山西大学堂，风吹树梢叶响，
肇启进步图强；文瀛湖旁，思潮澎湃激荡，革命
火种把表里山河照亮……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西籍官员傅
霖监造文峰塔，以振并州文脉。塔成之后，每
科都有人中举，或五人或七人或十人，可谓文
运兴盛。文峰塔建成后九年，其旁又建一塔，
曰宣文佛塔。双塔即成，万人瞩目。双塔之于
太原，犹如天安门之于北京，大雁塔之于西安，
西湖之于杭州。历经四百余年，双塔已成为太
原地标，也是游子永远的乡愁。姚奠中先生在《永祚双塔
四百周年记》中记述：“行旅远来，遥见塔影，即知太原将
至；公私外出，回首塔身，渐远渐没，难尽依依之怀。”

何以迎泽，这里有底气。
人接地气，日子稳当，事业长远。往古来今，太原人

一直爱醋，爱其醇厚香远，爱其回味无穷。醋之所以融进
了太原人的骨髓，是因为它融进了太原人的日常。

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迎
泽区下大功夫，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让群众的
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党支部建在小区里，
五 级 组 织 体 系 深 入 到 基 层 中 ，实 现 了 服 务 群 众“ 零 距
离”。在协商议事亭，政协委员、社区工作人员、单位负责
人和居民代表围坐一起，对于车辆充电、垃圾清运、小区
改造等一个个民生话题，畅所欲言，不吐不快。协商互
动、表达意见、凝聚共识、想出办法，最终解决好群众的

“急难愁盼”。
何以迎泽，这里接地气。
人拼胆气，先立后破，以进促稳。“迎泽”是太原人生

活中的高频词，凡以“迎泽”冠名，一处一物，都不简单。
新中国成立之初，太原人有胆魄，把六七米宽的街道

建成 70米宽的模样。1956年，迎泽大街建设工程轰轰烈
烈打响，太原建设快马加鞭。一年时间，“三晋第一街”从
迎泽大桥延展至五一广场。之后十余年间，大街两侧陆
续有了财贸大楼、并州饭店、工人文化宫，有了写字楼、综
合体、摩天大厦……迎泽大街西延东展，越来越美，南北
楼群正在扩容，正在长高，不断刷新着城市的天际线。

何以迎泽，这里拼胆气。
钟爱迎泽，自然钟爱太原。今天，锚定“六地”发展定

位，太原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奋进号角已经吹
响。站在新的起跑线上，迎泽人向新而行、向高而攀，正
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原篇章踔厉奋发，阔步前行，走
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迎泽实践之路。

千年风华看迎泽，奋进迎泽看今朝。
记者 冯 海 梁 涛 王桂娟 孙达佳

迎泽禀赋：一唱天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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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钟楼街。 米国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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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莽莽，西汾汤汤。

山河壮阔，灯火万家。

这里是迎泽区，北依杏花岭区，西望

万柏林区，东连寿阳县，南接小店区、榆次

区，辖区面积 117 平方公里，是太原市人口

密度最大、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城区。

迎泽自古繁盛，位于“锦绣太原城”的

中心腹地，是宋建太原古城和明建太原府

城的核心区域。明清太原古城迎泽门，取

“迎承南风恩泽”之意，“迎泽”由此得名。

社长手记

迎 泽 是 一 座 城 市 之 门 ，是 一 个 城 区 之
名，是名都并州的主干地，是锦绣太原的股
肱处，是市民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是年年
相似的花和岁岁不同的人，是干事创业、善
作善成的一方热土。

迎泽，是昨天厚重的太原古城，是今天
奋 斗 的 首 善 之 地 。 本 地 人 在 重 新 打 量 迎
泽 ，外 乡 人 在 陆 续 融 入 迎 泽 。 引 领 发 展 、
创 新 驱 动 ，请 看 迎 泽 ；三 晋 都 会 、民 生 幸
福，请看迎泽；千年府城、缩微精华，请看迎
泽；表里形胜、生态宜居，请看迎泽；雄鸡一
唱、东山破晓，请看迎泽；自觉自如、自信自
强，请看迎泽。

细数历史脉络，聆听发展足音，这里有
自信，有启示，有探索；千年烟火气，创业精
气神，这里有底气、接地气、拼胆气。

聚 焦 太 原 建 设 国 家 区 域 中 心 城 市“ 六
地”发展定位，迎泽区咬定青山不放松、一
张蓝图绘到底，只争朝夕，久久为功，为全
面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奋力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时代篇章。

千年风华，迎泽在奋进之；时代成就，
太报愿携手之！

千年风华 何以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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