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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行

风景优美的晋阳湖公园。

晋阳里夜景。

（上接10版）
文化产业就是“身”“心”双修的点睛之

笔。在太原晋源区的稻田公园，记者体验
了农业主题公园的有趣有益。稻田公园就
建在稻田上，在这里可以了解稻米的历史，
下田体验插秧，亲手制作米糕，乘坐在稻田
中穿梭的小火车，稻米从餐桌上的寻常食
物变身为体验农业文化的媒介。孩子们流
连忘返，家长们也玩得不亦乐乎，直呼“涨
知识”。住在附近的太原市民米娜一到周
末就带孩子来稻田公园“寻宝”，“稻田里能
摸鱼，博物馆里能见到不同国家的米，红
的、白的、黄的、绿的……我才知道米原来
有那么多种颜色！你知道吗？我们晋祠大
米历史上非常有名气，曾经是贡米呢。”看
来米娜在稻田公园的“学农之旅”颇有收
获。稻田公园董事长康伟告诉记者，“米是
载体，希望通过‘科学+艺术+体验’的方
式，让传统的稻米文化、农耕文化重新地

‘活起来’‘火起来’，让更多人了解历史，并
为自己生长的中华土地骄傲自豪”。

精心设计的农业主题公园让城里人亲
近农耕文化，丰厚灿烂的历史文化则让现
代人知道来路、懂得敬畏。

在古晋阳城所在的晋源区，融古建文
化、祭祀文化、忠义文化、姓氏文化、唐文
化、民族融合文化、饮食文化等于一炉的

“晋阳文化”品牌逐渐成型，讲述着唐风晋
韵的多彩故事。晋祠流水如碧玉，滋养着
周柏唐槐千年不绝的生机；在古晋阳城遗
址上复建的明清太原县城，复原了九街十
八巷的传统格局，是体验民俗文化的绝佳
去处。太原依托 541 处文物保护单位，结
合自然景观禀赋，打造了西山、汾河、古城、
府城四大旅游板块。

在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张
建斌眼中，丰厚的历史文化是太原人值得
骄傲的财富：“太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我们坚持以深厚文化底蕴涵养城市气质，
筑造精神家园，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区域政策要增强
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太原市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让
乡村振兴成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助推器。

位于古交市南端的宋家庄村，地处山
区、气候偏寒，过去农业以土豆种植为主，
农民收入微薄。村民常年外出打工，90%以
上的耕地处于荒废状态。宋家庄村党支部
主动外出“取经”，根据宋家庄的气候、土壤
特点，带领村民种植大果榛子，把撂荒的土

地变成了致富的源泉。宋家庄村累计种植
榛子 1200余亩，盛果期亩均效益有望达到
万元以上，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经济收
入。除了榛子采摘，宋家庄村还因地制宜
发展田园观光、冷水鱼养殖、农产品初加
工，托起村民在家门口致富的新希望。

一个支架，一部手机，一端连着农特产
品，一端连着无数网友，成为新农人致富的
新希望。“宝宝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
村的葡萄……”山西太原晋源区晋祠镇新
庄村的特石农场直播间内，一位主播正在
向观众介绍葡萄、西梅、鸡蛋等农特产品。
农产品与田间故事结合的讲述方式颇为

“吸粉”，不一会工夫就收到十几份订单。
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党委书记李全林对

“触网生财”的效果颇有感触：“依托太原
5G搭建平台，助农惠农带货直播平台让更
多本地特色文旅资源、农产品乘上‘互联
网+’的快车，为全镇农特产品拓展了销售
新渠道。”

内外联动
开放融合转出新视野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
周围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促成
了太原人相对封闭保守和安于现状的心
理。

开放发展是必由之路。跳出太原看太
原，思域更加开阔。今天大多数太原人的
意识中，已经少有了太行吕梁的层层山峦
壁障，想的是如何抓住国家和区域发展机
遇，如何与重大战略主动对接，如何以内外
联动激活转型活力，在更广阔的空间寻求
突破。

先看国家机遇。批准太原建设国家可
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赋予山西“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国家使命，太原被列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城
市，《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太
原列入全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中三个重大轴
线和通道之上，以太原为核心的山西中部
城市群建设进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中六处提到太原……太原在国家战略中的
比重越来越大。

再看省级支持。山西省提出举全省
之力，支持太原打造创新、产业、人才、开
放“四个高地”。在“一群两区三圈”城乡
区域发展新布局中，也将太原作为重中之
重——“一群”的核心在太原，“两区”的主
体在太原，“三圈”的中心也在太原。按照
这一规划蓝图，将通过建设太原国家区域

中心城市，带动山西中部晋中、忻州、阳泉、
吕梁四市协同发展，在以太原为重要依托，
建强建好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山西综改示
范区南北“双引擎”的同时，在晋北、晋南、
晋东南建设高质量城镇圈。

南北双引擎的建设亮点纷呈。
位于阳曲县的大盂产业新城是太忻一

体化经济区承南启北的中枢节点，也是太
原市集聚资源先行启动建设的核心区域。
对于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带来的机遇，
阳曲县委书记李京京兴奋地给出了“千载
难逢”的评价。截至 9月底，太忻一体化经
济区入库亿元以上重大项目达 682 个，总
投资 9726亿元。

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阳曲县转型发展
产业园 8号标准化厂房，记者体验了 3D扫
描成像技术的穿透力。“我们研发的速通式
货物车辆检查系统是全球首创的 3D速通
式X射线车辆货物安检产品，每小时可检
查不少于 200 辆集装箱车辆，这项技术已
经出口到多个国家使用。”中泰元科总经理
孙艳东介绍说。来到电脑显示屏前，戴上
专业眼镜，记者发现箱体夹层中的物品也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3D安检产品的“目光”
果然更加凌厉。

这间厂房的另一个“神器”，是一辆看
起来很“正常”的白色厢式货车。打开车门
才发现，普通厢式货车的外壳里装着满满
的高科技装备。搭载中泰元科自主研发的
安检系统，这辆货车就能变身可移动的安
检设备，对周边车辆进行扫描成像，发现危
险物品。

中泰元科的左邻右舍，将是来自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等的高新技术企业。它
们也将受益于转型发展产业园的标准化厂
房建设，实现轻松地拎包入驻。按照“一年
见效、三年成形、五年成势、十年成城”的计
划，在不远的将来，就将听到这个太原发展

“北引擎”澎湃的轰鸣声。
“南引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担

负着为山西转型综改先行先试、探路领跑
的重任。综改区主动对接国家重大产业战
略，通过精准招引行业龙头和有竞争力的
关键配套企业，实施强链、延链、补链、拓
链，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永利告诉记
者，电子信息、合成生物、新能源及现代服
务业四个千亿元级优势产业集群，以及高
端装备、半导体、现代医药、新材料、通用航
空等一批百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都在综
改区的发展中大展身手。

综改区的速度同样引人注目。这是全
国发展最快的经开区，在国家级经开区排
名由 2018年的第 99位上升到 2021年的第
37位，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7年的 421亿元
增长到 2021年的 861.5亿元，经济总量实现

翻一番。
来到综改区的山西流量数据生态园，

迎接记者的是一位年轻的虚拟主播。她告
诉记者，园区通过打造数据流量价格洼地
与数字产业发展高地，吸引了数字能源等
数字经济企业群体，形成了产业集群。截
至目前，园区已集聚近 300 家头部数字经
济企业。

太原的跨越有目共睹，“锦绣太原城”
盛景徐徐铺展。“太原正处于国家、山西省
战略布局和政策直接支持最多的时期，其
时已至、其势已成、其兴可待。”山西省委常
委、太原市委书记韦韬充满信心地表示，我
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抓住机遇，乘势而
上，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再现“锦
绣太原城”盛景，奋力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太原篇章。

纵向对比，太原成绩斐然；横向来看，
依然需要爬坡过坎。路径依赖是顽疾，经
济转型难，摆脱思维惯性更难；技术人才是
短板，“抢”人难，留人更难；城市形象是弱
项，经营城市难，改变人的思想更难。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坚持
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一场全局性的深
刻变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过
程，本来就没有“容易”二字。越是艰难，越
要踔厉奋发，不堕凌云之志。

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乘着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的东风，让我们期待太原脱胎换
骨的蝶变，期待太原扬眉吐气的飞跃。

太 原 转 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