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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高校农产品供应渠道、利用高校科技成
果反哺农产品生产、以人才引育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近年来，太原市充分发挥区位、资源、环境
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深化省校合作，推进高校
农产品供应基地建设，为乡村振兴开辟新路径。

果蔬飘香进校园

5 月 10 日上午，一辆货车从位于太原市小店
区孙家寨村的物流中心驶出。这辆载重超过 10

吨的货车将把上百种新鲜蔬菜和水果运往山西
大学。

记者在此看到，各种蔬菜已按照不同客户的
要求，切完洗净，打包装车。由于供应的果蔬品
种太多，有一些是本地种植户供应，其他的需要
从外地采购。“像这样的货车，几乎每天都会从我
们的物流中心发出。”太原市鸿新农产品有限公
司（简称“鸿新公司”）总经理孙风合介绍，公司是
一家集农产品种植、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物流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企 业 ，作 为 高 校 农 产 品 供 应 基
地，已经和包括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在内的
多所高校展开了合作。

鸿新公司只是太原市众多参与高校农产品供
应基地的企业之一。据太原市农业农村局统计的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由我市供应农产品的省内
外高校累计有 54个，销售额 2844.86万元。

校企合作拓领域

每天早晨，胡凡和他的大学同学冯小鹏就会
来到小店区王吴现代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
大棚基地，查看草莓的生长情况。

“这个示范园是我们公司打造的，也是山西
农 业 大 学（龙 城 校 区）创 新 创 业 实 践 示 范 基 地 。
现在引进的 9 名大学生，有在校的，也有已毕业
的，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我们希望示范园能
成为他们创新创业的良好平台。”孙风合说，很多
人都以为企业和高校之间仅仅是一个商品供需
关系，事实上，企业和高校之间早已开始更加深
入的合作。

鉴于净菜、鲜切菜在生产过程中对保鲜的要求，鸿新公
司向山西农大寻求相关专利技术支持；为掌握农产品在采
购、加工、销售、库存、损耗、物流等方面的具体情况，鸿新公
司与山西大学联手建设大数据平台，通过精准数据快速调整
供应链体系。 （下转第 3版）

本报讯 5 月 11 日，由十省十市十家媒体共同策划
发起的“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圆满收
官。此次大型联动报道涵盖河南洛阳、山西太原、山东菏
泽、湖北襄阳、四川彭州、安徽亳州、甘肃临夏、河北邢台、
陕西咸阳、宁夏吴忠等十个省份的十座“牡丹之乡”，由洛
阳日报社、太原日报社、成都日报社、菏泽日报社、襄阳日
报社、亳州晚报社、咸阳日报社、邢台日报社、临夏州融媒
体中心、吴忠市新闻传媒中心等主流媒体联合推出。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本 次 大 型 融 媒 体 联 动 报 道 充 分 实
现 了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传 播 ，通 过 文 字 、图 片 、海 报 、短 视
频、直播等形式在各平台刊发、推送稿件近 200 篇，推出
报纸版面 100 余个，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博、哔哩哔
哩、各大客户端等媒体平台联动传播，总阅读量超 2 亿
人次。其中，“十省名城联动共扬国色美名”的话题阅读
量达到 5318.9 万，“牡丹在这个赛季强得可怕”话题阅读
量达到 1009.3 万，“牡丹花城开始组 CP 了”话题阅读量
为 252.2 万……

“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旨在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牡丹产业发展时作出的重要指示要
求，不仅是一次“国色”与“名城”的展示，更是在新发展
理念引领下的一次文化、产业、经济的碰撞交融。

线上线下跨界联动，报纸网络同频共振。在线下，

《洛阳牡丹花正艳》《锦绣太原春来早》《花儿临夏待客来》
《亳州牡丹越千年》《天彭牡丹蜀第一》《野生牡丹冠华夏》
《菏泽牡丹绽芳华》《咸阳国色迎宾来》《千年传奇汉牡丹》
《盛世国色忠黄河》等文章分别在洛阳日报、太原日报等
十城媒体刊发后广为传播。在线上，每个城市近两个小
时的直播中，主持人与当地专家学者一起讲解本地特色
牡丹产业，通过各具特色的牡丹、动人的故事、真实的场
景，共同展示了新时代各地人民对国民之花的挚爱。网
友们纷纷点赞、评论：“这就是国花牡丹的魅力”“这就是
春天里的中国”“中国人太爱牡丹了”……黄河上下处处
国色天香，国花牡丹频频“刷屏”。

此次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展示了河南洛阳用新文旅
发展理念精心办好牡丹文化节，拉长牡丹全产业链的成
效，山西太原将牡丹历史与节事活动深度融合的探索，甘
肃临夏把“河州牡丹”与当地文化相融推出的众多牡丹产
品；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山东菏泽传播牡丹文化推动了本土
牡丹节会走向世界，安徽亳州把药用牡丹卖向世界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历程，湖北襄阳通过牡丹推进农文旅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努力；还有陕西咸阳通过厚重历史文
化打好“牡丹牌”的做法，四川彭州高山牡丹的独特魅力，
河北邢台让千年汉牡丹焕发出新的生机，宁夏吴忠将黄河
文化、牡丹文化完美融合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刘晓亮）

本报讯 为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承
载城市记忆和百姓乡愁，5月 13日市园林局公布第一批《太
原市历史价值公园保护名录》，迎泽公园、文瀛公园、碑林公
园、双塔博物馆-双塔公园、龙潭公园、狄仁杰文化公园、晋
祠园林中心 7座公园上榜。

所谓历史价值公园，是指知名度较高、具有突出历史文
化价值、具有特殊纪念意义或能体现优秀造园技艺的公
园。按照相关要求，具有重要历史记忆或红色纪念地的公
园；有名人故居或与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公园；有体现历史
文化、传统民俗的建筑物的公园；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石
刻、壁画、雕塑等不可移动文物的公园；能体现优秀传统造
园技艺的公园；有古树名木资源的公园等，才可申报历史价
值公园。按此标准，经相关单位推荐，市园林局组织专家实
地考评，最终确定了第一批 7座公园为历史价值公园。

比如文瀛公园，始建于明清时期，距今已有 600 多年
历史，文化厚重、典故深远，如万字楼、琉璃塔都是明清建
筑精品，还有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文瀛
湖辛亥革命活动旧址、孙中山纪念馆等，都是山西历史的
浓缩和见证；再比如狄仁杰文化公园，围绕一株千年古槐
而建，传说该树为狄仁杰母亲手植，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
历史，于去年被国家绿委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古槐”；其他
5 座公园也各有故事、各有景致，是太原市乃至山西省的文
化标志。 （刘晓亮）

本报讯 “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国际巡展”
5 月 11 日、12 日在希腊雅典扎皮翁宫举行。新华社、《中国日
报》、中国日报客户端等央媒对本次巡展给予关注报道。

报道称，展览不仅吸引大批当地参观者欣赏、了解中国的
石窟艺术，还引发希腊各界对于中国追索流失文物所作努力
的赞许和共鸣。太原市文物局局长刘玉伟介绍，此次巡展再
现了散落在 9 个国家近 30 座博物馆的 100 余件天龙山造像，
其中 2021 年回归天龙山石窟原属地的流失佛首 1:1 复制品、
天龙寺遗址出土的 6件石刻造像复制品也是首次亮相海外。

除现场展示大量石窟雕塑的复制品外，展览还通过 VR 等
形式，让海外观众通过视觉技术手段体会石窟艺术和中国文
化的魅力。雅典大学教授乔治·瓦沃拉纳基斯说：“数字技术
应用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它们非常详细生动地展示
了文物的历史和艺术意义。”希腊文化部官员尼古拉塔·萨拉
格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览，它展示了复原古迹并在国
外展示的办法，展示了中国的文化。”

巡展期间，来自中国和希腊的考古专家还就文物保护的
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与希腊扎皮翁
宫博物馆签署友好战略合作协议，继续推动深化两国间的文
明互鉴交流。 （李晓并）

一链一策 精准发力

太原重点产业链九大“舰队”扬帆远航

我市 7座公园获评

“历史价值公园”

多家央媒关注天龙山石窟

数字复原展巡展希腊

本报讯 5 月 11 日，新华社以《太原等 8 地新增为签发港
澳“个人旅游签注”城市》为题，报道太原等 8 个城市新增为往
来香港、澳门“个人旅游签注”城市。

报道称，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决
定自 2024 年 5 月 27 日起，为山西省太原市、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甘肃省兰
州市、青海省西宁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市等 8 个城市符合条件人员签发往来港澳“个
人旅游签注”。 （李晓并）

新华社报道太原等 8地

签发港澳“个人旅游签注”

“盛世牡丹耀中国”
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圆满收官

线上线下融合传播 总阅读量超 2亿人次

5 月 13 日，太原高性能制造技术与智能应用升级中试基地建设项目工地，中铁十二局集团的建设者正在给钢结构

厂房安装外围护。目前，该项目建设进入全面提速阶段，两座标准化厂房已收尾，传感器厂房、配套楼已封顶，总体工

程量完成 40%以上。 赵世凯 屈丽霞 摄影报道

本报讯 5 月 13 日上午，2024 年太原市哲学社会科学
普及周启动仪式在太原工人文化宫举行。

本次活动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迈出
新时代文化强市建设新步伐”为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社科联和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旨在普及哲学社会科
学知识，打通社科普及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科普周活
动为期一周，坚持立足基层、面向群众、突出创新，积极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太原篇章贡献力量。

本次科普周活动将深入宣传普及我市文物古迹、古老
建筑、名城名镇、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非遗民俗
等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和文化内涵，引领广大干部群众深
刻理解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厚底蕴；利用红色遗址、革命文物和纪念设施等红
色资源，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信
念，实现“社科素养大提升”；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通
过“音频+视频”“图文+动画”“云宣讲”“云直播”“云转播”
等方式，推出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融媒体产品，打造宣传报
道的新质生产力。

启动仪式上，市文明办负责人就提升文明素养、创建文
明城市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古交市委宣传部、晋祠博物馆
相关负责人围绕做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交流发言。最后，
市委宣传部和市社科普及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人，
与现场群众一起参观了“纪念太原解放 75周年”展览。

（阎轶洁、赵静茹）

太原市哲学社会

科学普及周启幕

新华社广州 5月 13 日电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
硬道理。5 月 14 日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
地方媒体开展 2024 年“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
更好凝聚共识、促进发展、服务大局。第一批次采访首站为
广东。

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媒体记者将聚焦高质量发展的重
点领域，深入基层火热实践进行调研采访，挖掘展示各地区

各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和突出成就；在深化调
研采访中，梳理分析实践背后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规律，研究
提出有指导借鉴意义的思路办法，通过高质量调研采访助
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据介绍，活动计划聚焦 4 个方面大主题，选择相应典型
地区进行多批次的调研采访。其中，将于 14 日启动的第一
批次将陆续深入广东、上海、江苏、辽宁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024 年“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主题采访活动即将启动

凝聚共识 促进发展 服务大局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力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
关键任务，以制造业振兴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基础，为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在此过程中，我市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聚焦“一高两先三特三
新”产业链体系，一链一策、精准发力。现在，全市第一批
22家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确定。“一高两先三特三新”重
点产业链九大“舰队”，“旗舰”就位，领航出征。

支柱产业高端化

作为我市的支柱产业，高端金属材料产业链集聚了众
多优势产品，技术、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在全国比较优势明
显。主要产品包括特殊钢、新型镁合金、高性能磁性材料、
铜基新材料等。从企业看，太钢集团已是千亿级“航母”，
太钢大明也踏上百亿级台阶。重点企业围绕多元化特殊
钢等重点产品开展技术研发和精深加工，具有跻身全球特
钢行业领跑团队的实力。

在三大“链主”企业带领下，发挥金山磁材、晋西春雷、
康镁科技等产业链重点企业的作用，高端金属材料产业链
走高端化发展路子。

潜力产业精益化

先进碳基材料产业链和先进生物材料及生物制药产
业链，是我市的潜力产业，要走精益化发展路子。

作为 A 股“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第一股”，锦波生物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研发新产品，2023 年营业收入同比
上涨 99.96%。在先进生物材料及生物制药产业链上，围绕
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建设集医药、医疗器械、化妆品三大
产业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实现百亿级产业规模。先进
碳基材料产业链，上游生产加工达到行业标杆水平，下游
以煤为基向气、碳、油、炭黑延伸，形成多条化产深加工产
业链。发挥清徐精细化工循环产业园区比较优势，提升承
载力，打造产值千亿元级的新型煤化工产业基地。

优势产业特色化

深挖细耕、走特色化发展路子，是我市优势产业——
矿山与工程特种机械、交通与航空特种装备、节能与环保
特种设备三条产业链的发展方向。

矿山与工程特种机械产业链是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业中
产业禀赋和基础最雄厚的产业，起重机、挖掘机、掘进机等或
技术国内领先，或市场占有率高，具有迈上千亿元级规模产
值的基础，将打造成全国一流的矿山与工程重型机械基地。

交通与航空特种装备产业链包含轨道交通装备、汽车
及零部件、通用航空装备三个领域。其中，轨道交通培育
出中车太原、太重轨道、智奇铁路等 10 亿级企业。通过谋
划布局轮驱、制动及电控系统，建设国内轨道交通装备先

进制造基地。
节能与环保特种设备产业链，山西电机、太原锅炉、阳

煤化机、中绿环保等均有国内领先的技术设备。今后将提
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做强电机、锅炉、晋华炉等
拳头产品，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节能环保设备制造基地。

未来产业规模化

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终端产
业链、新能源产业链，是我市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要走上
规模化发展的路子。

新能源产业链中，光伏全产业链布局基本实现，是最
值得期待的产业链，到 2025年，“硅片-拉棒-切片-电池-

组件-应用”为一体的产业链产值预计在 2000 亿元以上，
再加上组件等配套项目，有望形成 3000 亿级、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光伏产业基地。

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有望成长为千亿级规模的产业
链。借助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的研发优
势，在制程、装备、零部件、耗材等环节锚定新突破口，打造
全国新一代半导体材料主基地、芯片配套基地。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终端产业链，自主品牌计算
机、服务器制造重点企业实现量产。未来重点推动产业链
上中下游的衔接畅通，加快形成创新成果显著、集聚效应
明显、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全产业生态，引领全市工业数字
化转型发展。

产业链是制造业的“筋骨血脉”，制造业是太原最大的
“家底”。“一高两先三特三新”产业链破浪前行，太原经济
“巨轮”行稳致远。 记者 何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