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 起 直 追 的 北 引 擎

体 量 巨 大 的 南 引 擎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紧紧

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今年以

来，位于我市的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以及中北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清徐经济开发区，牢固树

立“项目第一支撑”理念，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开局即决战、起

步即冲刺的奋进姿态，迅速掀起项目建

设热潮。

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布局发

展未来产业，推动产学研对接和科创成

果落地转化……经过数年的发展，各开

发区在发挥产教融合作用、强化产业创

新力度等方面涌现出一些典型做法，为

全省各地提供了经验。

一“ 镇 ”兴 一 方 ，一 方 促 全 盘 。 在 山 西 ，“ 专 业 镇 ”不 是 行 政 范 围 的 乡 镇 ，而 是 以 县（市 、区）为 基 本 地 理 单 元 ，主 导 产

业相对集中、经济规模较大、专业化配套协作程度较高的经济形态，是集群经济的基本形式。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打造特色专业镇，作为推动转型发展、做强县域经济、带动就业富民的重要抓手。省会城市太原，

更是将培育发展专业镇当作“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重要承载地”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2024 年，太原市通过实施特色专

业镇培育壮大行动，聚焦优势产业、集中优势资源，打造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各县（市、区）按照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

思路，找准主导产业和主攻方向，持续推进特色专业镇高质量发展，为太原市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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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兴”而振兴

金秋时节，走进太原市晋源区振华园艺花卉产业
园的玫瑰大棚，顿觉花香扑鼻。“卡罗拉”“粉红雪山”

“洛神”等数十个品种的玫瑰花娇艳欲滴。火热的红
色、柔美的粉色、明亮的黄色，摇曳绽放的朵朵玫瑰汇
聚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其
间，挑选、装箱、搬运，一辆辆货车开往四面八方。

“棚内种植了颜色各异的玫瑰，年培育盆栽玫瑰达
120 万盆，每天能卖出约 2000 盆，主要销往北京、石家
庄、郑州、西安等 20 多个城市，年产值达到 1200 万元。
鲜切花每天能卖出 1000 枝，仅向本地花卉批发市场提
供订单，每年可达 300 万株。”振华园艺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们已成为全省最大的盆栽玫瑰种植基地，鲜
切花玫瑰的销售也已辐射了半个山西。此外，振华园

艺还与邻近村的村民进行鲜切花种植合作，由产业园
提供种植技术支持、帮忙选种以及收购销售，带动更多
的农户加入到‘美丽事业’当中。”

依山傍水，日照充足，区位优势显著的晋源区近年
来大力发展特色苗木花卉产业，积极推进花木产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品种、技术调整，促进当地花木产品
增值，打造并建成晋源花卉专业镇。如今，随着“以花为
媒、农旅融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思路不断实
践，晋源花卉专业镇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共赢。而这只是太原市深挖区域资源禀赋、发挥产业
集聚效应，推动专业镇提标扩面、赋能增效的一个缩影。

“聚起”产业群

“聚起来了！”是在专业镇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太
原专业镇建设“积沙成塔”“聚星成火”，聚起一个个产
业集群。小店区电机小镇依托山西电机发展高效节能
电机系列产品，推动电机企业集群集聚发展，打造全国
最大的电机制造基地；中北高新区不锈钢专业镇利用
不锈钢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建设中国北方最具竞
争力的现代化不锈钢深加工基地；中北高新区半导体
材料专业镇依托源瀚科技、沪硅等企业，精耕细作子产
业链，形成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阳曲县碳纤维
专业镇依托山西钢科国产宇航级碳纤维领军优势、省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优势，打造国内首屈一指的碳
纤维特色专业镇……

目前，太原市共拥有省级专业镇 1 个，市级专业镇
10 个，今年上半年，11 个重点专业镇主导行业产值已
达到 152.9 亿元。清徐老陈醋 2022 年 9 月获批成为全
省首批十大特色专业镇之一，近年来围绕“双百”目标，
坚持质量引领、以质取胜，组建醋企联盟，推动陈醋产
业链扩容扩规、链上企业错位发展。2023年，清徐食醋
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 70 亿元，全县醋企电商销售突破
600万单，线上销售达 1.26亿元，同比增长 49.7%。

在小店区数字经济专业镇，数商大厦内的山西（太

原）数字经济场景创新中心将众多数商企业的数字化
产品进行了场景化展示。此外，场景创新中心还在文
化旅游、现代农业、应急管理近 17 个领域，为入驻企业
开展了系统、全面、持续的赋能工作。“双找”服务，为供
需双方搭建了交流、合作、创新的桥梁。目前，小店区
数字经济专业镇已经汇集了 3 个产业园区、120 多家数
字经济企业，产业集群发展效应显著。

拉满“镇能量”

专业镇既是地理概念，更具有品牌价值。太原市
通过构建省市县三级专业镇梯队，加快培育一批特色
产业集聚度高、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高、产业辐射带动
能力强、品牌优势突出、就业富民拉动效应明显的专业
镇。在培育机制上，按照各县（市、区）、开发区至少培
育一个专业镇的目标，“一镇一策”设立专班，构建起梯
次培育、多元发展的格局。

麝香是我国十大名贵中药材之一。古交市拥有省
内规模最大、驯养量最多的林麝人工养殖基地，由此出
台《关于推进林麝养殖特色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以龙
头企业为引领，加快林麝养殖及麝香加工专业镇建设；
阳曲县地势平坦，沃土良田，非常适宜小杂粮生产。借
助区位优势，积极打造小杂粮专业镇，形成了以农合盛
首邑田园、清风良业合作社、绿色山区为引领的阳曲小
杂粮种植基地。拉满“镇能量”，着力推动一批县级专业
镇加快做大做强、提档升级，全力带动专业镇上下游配
套中小企业发展，太原市还将重点培育清徐精细化工材
料专业镇、清徐葡萄酿造专业镇、阳曲中药材专业镇等。

飘香数千年的清徐老陈醋搭上电商直播的快车，
拓出营销新天地；深耕高效电机数十载的老牌国企产
品上新，锚定发展新目标……以省、市、县三级专业镇
为 重 要 抓 手 ，太 原 市 加 快 率 先 转 型 发 展 迈 出 坚 实 步
伐。推进产业纵向延伸、横向集聚，各级专业镇各显身
手，集聚发展新动能，为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提供强
力支撑。 记者 梁 丹

8 月 19 日，全省开发区 2024 年第三次“三
个一批”活动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主会场举
行，一批重大项目投产、签约、开工。晶科能源

“年产 56GW 垂直一体化大基地”是全省重大
转型项目，达产后年产值 2000 亿元，并可带动
上下游配套产值 1000 亿元。目前，该项目一
期投入运营、二期设备进场，配套企业纷纷落
地；泰山玻纤“年产 60 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智
能制造”项目总投资 70 亿元，将建设全球首座
玻纤行业“灯塔工厂”。目前，该项目 33 个单
体全部建成，周边水、电、气、路等配套保障全
部到位，第一条生产线已具备点火条件。

作为全省开发区中的“大块头”，山西转型
综改示范区从成立之初就引人瞩目。山西综
改示范区是 2010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资
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6 年
11 月正式成立山西综改区。2020 年 12 月，入
选国家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城市。是我国首个
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揭牌以来，综改示范区重点打造先进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健康医疗、文化
创意等 6 大专业化产业园区，全力拼经济，合
力搞建设，以重大项目之“进”促进经济发展之

“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能。今年
山西综改示范区谋划产业建设项目 100 多项，
总 投 资 超 1000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232.2 亿
元，确保全年新增工业产值 500 亿元以上，推
动打造三个千亿元产值园区。

企业的发展在于创新，而创新的核心就是
人才。今年，综改示范区设立“留学人员创新创
业专项资金”，每年度安排不低于 2000万元人民
币用于鼓励和扶持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经审核
通过的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启动支持计划项目，
将给予 20万元至 100万元创业启动资助。

2021 年 3 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
明确提出要培育发展山西中部城市群；4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进一步明确支持山西中
部城市群建设。

省委、省政府站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局的高
度 ，作 出 了 建 设 太 忻 一 体 化 经 济 区 的 重 大 决
策。2021年 12月 29日，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促
进中心及分支机构，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太原
区运营中心揭牌。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以中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阳曲产业园区、
忻州经济开发区、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建
设重点，牵引带动周边地区联动发展，涉及太原
市尖草坪区、杏花岭区、迎泽区、万柏林区、古交
市、阳曲县，忻州市忻府区、定襄县、原平市、繁
峙县、代县、五台县。

按照“核心先行、辐射带动、全面推进”的路

径，太原将大盂产业新城作为启动区先行开发
建设，阳曲力争成为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的“尖
刀班”。

我市坚持强龙头、延链条、建集群，在太忻
一体化经济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信息
技术、绿色能源、现代服务业、生态文旅休闲、现
代都市农业七大主导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落实市级领导对接包联帮扶产业项目和协调例
会制度，抓紧抓实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要素保
障等环节，一大批带动性、引领性强的重大项目
进展顺利。

聚焦七大产业集群，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延伸
出特殊钢、铝镁合金、合成生物、碳基新材料、轨
道交通装备、工程起重机、煤机装备、法兰锻造 8

条具有发展基础的优势特色产业链，以及大数
据、半导体、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可降解塑
料、节能环保 6条具有成长潜力的新兴产业链，构
建“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专精特新”企业集聚配
套，产业园区和创新平台有效支撑的产业生态。

2022 年，太原中北高新区钢铁（不锈钢）登
榜 2021 年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五星示范基地，
成为获评的 28家五星基地中的一员。

中北高新区有 50 多家不锈钢加工企业、40
多家装备制造业企业，还先后引进了山西屯汇、
国药物流等 10 家大型物流企业，已经初步形成
不锈钢深加工、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集聚
优势。

太原太钢大明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与园区内
太锅集团、东杰智能的合作，正是集聚发展的具
体表现。目前，太钢大明正筹划精密剪裁、切割
下料、成型加工、表面处理、机械加工、铆焊加工
等六大加工平台，实现常规钢材（板）品类的全
流程生产加工，打造中国北方最具竞争力的现

代化不锈钢深加工基地。
而作为“小兄弟”的清徐经济开发区现已形

成以新型煤化工为一大主导产业、以高端装备
制造为一大重点培育产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与
城市功能性生活服务业为两大配套支撑的产业
结构体系，以美锦、梗阳、亚鑫、潞安太化新材料
等龙头链主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

随着美锦氢能、梗阳针状焦、亚鑫溶剂等项
目的推进，清徐经开区实现了传统煤焦化向现
代煤化工提供“优质碳源”、低价“氢源”、多种

“油源”和“煤基新材料”的转变，被列为全国“十
四五”时期重点支持的县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园区，入选全国省级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百强。

记者 司 勇

发 挥 特 长 的“ 小 兄 弟 ”

清徐经济开发区 李学军 摄

山西综改示范区 武跃刚 摄 中北经济开发区 李学军 摄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大盂新城 李学军 摄

振华园艺花卉产业园 牛利敏 摄

清徐葡峰山庄 李学军 摄

古交林麝人工养殖基地 邓寅明 摄 数商大厦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