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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 ，汾 河 ，涑 水 河 。 吕 梁 ，太 行 ，中 条

山。它们流淌或雄踞山西万年，造就了表里山

河的壮阔，也造就了三晋儿女的坚韧品格。老

区人民踏实苦干，不懈奋斗，谱写了一首首不

屈的英雄赞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十分关心山西，习近平总书记 3 次到山

西考察调研，为山西的发展把脉定向。

十年来，山西经历了政治生态由“乱”转

“治”、发展由“疲”转“兴”，到政治生态风清气

正、转型发展态势良好，再到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蔚然成势，山西各项事业稳步向上、持

续向好，满满的幸福感写在干部群众的脸上。

清洁高效用好煤
转型发展路更宽

不久前，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的屯兰矿井

下，机械臂正通过气压枪将浆料源源不断地注

入煤层。“把煤发电后的粉煤灰科学配比后以

注浆方式充填到井下关键层。这个关键层很

重要——它‘站稳’了，就不会出现采空情况。”

山西焦煤集团屯兰矿副总工程师王艾军说：

“注浆既解决了塌陷问题，还解决了粉煤灰的

存放问题，而且充填成本降低 2/3。”

十年来，围绕煤炭绿色安全开采、清洁高

效利用等技术难题，创新成果在很多矿井开花

结果。5G 煤矿，是山西能源行业近年来的热

词，也是煤炭大省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面用科技深挖潜力、推动本质安全的具体实

践。目前，山西已建成上千个智能综采面，为

煤炭增量稳价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

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逐渐成为能源大省山

西的新“名片”。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山西省新

能源装机 4012 万千瓦、占比 34.46%，煤层气产

量和利用量占全国 90%以上。今后三年，山西

还将开工建设 8 到 10 个“超级充电宝”——抽

水蓄能电站项目，新能源的消纳与储存能力进

一步加强。氢能、地热能利用的有序推进，为

山西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山西既当

能源革命排头兵，也历史性地抓住了国家资源

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遇，推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换道抢跑”。“创新一直是我

们的关键词。”中国宝武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

公司经理王天翔介绍，“对于‘极薄’不锈钢箔

材来说，每向前推进 0.001 毫米，都会面临极大

的技术考验。目前，我们做出了厚度 0.015 毫

米的不锈钢箔材，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风正一帆悬。7 月 4 日，太原至忻州开通

“太忻号”城际动车，太原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全省“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

局中的发展“北引擎”，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正全

面打造融入京津冀的重要走廊，山西大显身手

的舞台更广了。

乡村振兴步子实
民生幸福总关情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吕

梁与太行，以其恢弘气势纵贯三晋南北，抗日

战 争 时 期 ，培 育 和 造 就 了 太 行 精 神 、吕 梁 精

神。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这里成了集中连片

贫困区。脱贫攻坚过程中，老区群众艰苦奋

斗，运用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光伏扶贫等

多种脱贫方式，书写了生动的山西脱贫攻坚实

践新篇章。

筚 路 蓝 缕 ，玉 汝 于 成 。 数 据 为 证——5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993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329 万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脱 贫 ，有 序 衔 接 乡 村 振

兴；3365 个深度贫困自然村整村搬迁，建成集

中 安 置 区 1122 个 ；建 成 光 伏 扶 贫 村 级 电 站

5479 座、集中电站 53 座，村集体经济快速发

展；广泛吸纳贫困劳动力参与生态建设增收，

惠及 52.3 万贫困人口，走出了一条增绿增收

的双赢之路……

奋 进 百 年 路 ，扬 帆 再 出 发 。 夏 日 炎 炎 ，

吕 梁 市 中 阳 县 帮 扶 干 部 任 鹏 正 在 摸 排 脱 贫

户 去 年 和 今 年 的 收 入 状 况 。“ 不 能 歇 脚 ，为

此 ，中 阳 县 出 台《防 返 贫 监 测 数 据 采 集 录 入

管 理 办 法》《防 返 贫 动 态 监 测 和 帮 扶 机 制》，

开 展 了 对 700 户 1331 名 监 测 对 象 的‘ 回 头

看’。同时，出台十大攻坚行动，为脱贫户的

就业、增收持续提供具体抓手。”中阳县委书

记赵沂旸介绍。

摘掉“煤灰”帽子，建设绿水青山。山西

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山西

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袁同锁介绍，

近年来，山西每年完成造林 400 万亩以上，累

计造林 2800 多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23.57%，森

林蓄积量达 1.59 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达 7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山西各项民生

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支持“吕梁护工”“天镇保

姆”等成长为全国知名劳务品牌。山西广泛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前完成三年培训 300 万人

次的任务。今年计划开展各类补贴性培训覆

盖 50 万人；重塑构建公共卫生体系，应对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不断增强。

文物活化有新招
文旅融合促发展

近日，前来长治市凹里村关帝庙研学参观

的游人络绎不绝。这是一座特殊的文物古建

筑——认养人杨旭亮，将古建筑改造成“老酒

老醋博物馆”，充分展示潞州老缸谷物发酵醋

的制作工艺。杨旭亮说：“不能动的地方坚决

不动，在此基础上，先后投入 100 多万元，做文

物场所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沉睡的文物走进公

众视野。”目前，山西文物认养 238 处，吸引社

会资金 3 亿余元。

如今的山西，游客可以漫步在千年古城的

市井生活中，喝一壶晋升油茶，品一片平遥牛

肉，遥看声光打造出的烽火，体验驼铃回荡的

晋商文化。现在的平遥，除了文物，更有文创

带来的蜕变。一部《又见平遥》火了 10 年，靠

的 是 沉 浸 体 验 ，更 靠 文 化 底 蕴 。 5 月 19 日 ，

2022 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平遥古城

举行，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旅

游产品服务和推介展示活动。“今年，我们将进

一步编制平遥古城保护提升规划，保护古城文

物整体风貌，推动推光漆器、平遥牛肉、古城陈

醋的立法保护与文化产业建设，持续开发更具

文化内涵的新产品。”晋中市委宣传部部长王

兵说。

于无声处听惊雷。晋城高平市东城街街

道的沟北村，本是一个城边村，近年来却依托

位置优势打造了网红热门目的地——寻梦小

镇。小镇里有一个七彩斑斓的世界，游客徜徉

其中总能寻找到最佳的打卡拍摄点。街道党

工委书记赵静谱介绍，以沟北为起点，发展乡

村旅游和夜经济，2021 年累计接待游客 40 余

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 1300 余万元。

古建筑博物馆，老区红色文化，晋商文化，

太行精神，陶寺、丁村遗址等，正在成长为山西

的文旅品牌。无论是从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上

清凉的风中，还是从大同古城华严广场连枝灯

造型的大型喷泉中，抑或从平遥古城文创产品

“瓦当”冰箱贴的图案里，都能感受到文物、文

化、文旅深度融合的清晰脉络。它们汇聚成

河，凝结成三晋文化的时代强音。

从严治党抓长“治”
基层治理更精细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

山西政治生态已经由“乱”转“治”，山西发展已

经由“疲”转“兴”。

革弊立新，激浊扬清。十年来，山西清除

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也迸发出刀刃向内、

励精图治的奋斗精神。今年以来，查办熊燕

斌、王安庞等案件，不断释放反腐败斗争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7 月 5 日，“牢

记初心使命”党风廉政教育大型主题展在山西

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开展，“回望这一历程，我

们深切感受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必须标本兼治，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

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山西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代表联络站+”，打通联系群众“最后一

公里”。2021 年 8 月，晋城市泽州县出现区域

性大暴雨，汛情险情形势严峻。晋城市七届人

大泽州第三代表小组联络站成员第一时间赶

往受灾区域，对极端天气条件下农村应急救援

体系提出建议，助推救灾工作的完善和提升。

近年来，山西省不断加强全省人大代表联络站

建设，目前已建成 1510 个联络站、3783 个联络

点，实现全省乡镇（街道）联络站全覆盖、9.2 万

余名五级人大代表全覆盖。

在党建引领下，山西的基层治理更加完

善。6 月底，运城市新绛县三泉镇白村全科网

格员、党员刘牡丹接到村里要求做好强降水

防范工作的通知后，第一时间上门叮嘱村里

老人不要外出。采集基础信息、宣传政策法

规、排查安全隐患、化解邻里矛盾、代办公共

服务……很多像刘牡丹一样的基层党员、网

格员担起了群众的大小事。“网格建立支部，

网格员一般由党员担任，三级网格员体系完

善后，配合乡镇综合执法队伍执法改革，再加

上村集体经济的提质增收，村子活力又回来

了，形成了基层治理的闭环。”新绛县三泉镇

党委书记芦惠涛介绍。

山西开展的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专项行动，

如同铺开一张网，兜住了民生的底线，兜牢了

安全的防线，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大提升。

下图：山西太原市城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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