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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巍峨，连绵起伏，成片黄色的连翘花

点缀在山间，传递着春天的气息。驾车一路

畅行，车窗外深邃的峡谷直跃入眼，一片片苍

翠秀美的林木接连闪过，其间掩映着土墙黛

瓦的古朴村落。

这条路，正是山西省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陵川东段。路段以红、黄、蓝三色喷涂标线，

如一条蜿蜒的彩带，盘桓在太行深处。

2018年起，为连接县乡村道路，打造全域旅

游交通网体系，山西省开始建设太行、黄河、长

城等旅游公路，为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山西省委书记蓝佛安提出，“山西统筹做

好旅游公路建设管护和沿线景点保护修缮运

营，着力让红色资源、绿色资源、历史文化资

源有机融合，提升全域旅游发展水平。”

截至 2022年底，山西省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已建成 2957公里，其中主线 1233公里，贯通长

治、晋城、晋中、阳泉以及忻州等地级市，连接

了太行山大峡谷、太行百里画廊、娘子关等景

点和全部太行山沿线脱贫地区，是山西省“四

好农村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

因村设路，破除梗阻——

“路通以后，大家看到了
致富的希望”

交通，曾经是掣肘晋城市陵川县六泉乡

浙水村发展的主要短板。

“我们村有种植药材的传统，党参、连翘、柴

胡等都是地道的好药材。”村民侯陈付说，“但过

去路不好走，药材商来这里太麻烦。卖不出去

的药材积压着，最后只能压低价格销售。”

浙水村，北连太行，南接中原，古时商旅

往来频繁。如今，古老的青石路旁，药铺、茶

肆、高耸的门楼、雕花的窗棂讲述着曾经的繁

华。然而，穿村而过的阳马古道因落后于时

代的发展，逐渐被人遗忘以至荒废。环山抱

水的村落，与外界的联系一度只有一条土路，

车辆过处，尘土飞扬。

跑了 10 多年运输的村民靳国勤至今记

忆深刻。那时候，外界的车不愿意进来，无论

是粮食、蔬菜还是药材，主要靠本村人往外

运。“去县城送一趟货，来回就得 4 个小时。”

货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靳国勤在途

中得不时停靠几次，去捡那些跌落在地的药

材。不仅累，挣得也不多。

在山西，当时与浙水村情况相似的村落

为数不少。山西规划修建旅游公路，提出“旅

游路”就是“农村路”，连接尽可能多的乡村，

尤其是脱贫村、交通闭塞村，成为旅游公路规

划的重点。

2018 年，浙水村被确定为太行一号旅游

公路主线上的一个重要点位——旅游公路晋

城段的起点。2020 年，原本坑洼不平的 10 公

里村道，被建设成一条路面宽 7.5 米的高标准

三级公路。

连通浙水村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陵川段

建成后，与长治市壶关县太行山大峡谷忽东

公路相接。从此，从浙水村向北，可前往太行

山八泉峡景区；往南，公路与东西向横穿的陵

侯高速相交于王莽岭景区入口。就这样，村

镇、景点被旅游公路一一连接，编织成一张全

域旅游交通网。

沿途山脉连绵，沟壑纵横，太行风光，一

览 无 余 。“路 通 以 后 ，大 家 看 到 了 致 富 的 希

望！”浙水村党支部书记靳慧永说。

如今，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连接了山西 46
个县 362 个乡镇，联通了 61 个 A 级以上景区、

140 个非 A 级旅游资源（点）。2024 年全线贯

通后，预计将连接 A 级以上景区 122 个，覆盖

非 A 级旅游资源（点）239 个。

变路为景，完善配套——

“现在交通越来越方便，
沿着旅游公路到处都是风景”

路通之后，靳国勤开车成为一种享受。

“一路安全又畅通！以前开车送货，一天只能

跑一趟，现在起码能跑三四趟。”最让他高兴

的是，沿路的风景一天比一天美丽。橙色的

野菊、黄色的向日葵、多彩的路标……路变漂

亮了，开车时心情也更好了。

沿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从浙水村向南

行驶 20 分钟，就到了棋子山观景台。

这里视野开阔，空气清新，吸引了不少游

客。记者看到，附近村民在这里支起摊位，卖起

小吃、饮料、纪念品等，有的还招徕游客入住民

宿，生意很好。小吃摊摊主申文亮所住的黄虎

掌村就在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这里离我们

村不远，我算是家门口就业了。”申文亮说。

在观景台欣赏风景的游客张福香，来自

河南郑州，就住在申文亮家的民宿。“以前来

旅游，主要是奔着名气大的王莽岭，现在交通

越来越方便，沿着旅游公路到处都是风景！”

张福香说。

不远处的棋子山森林公园沿线，一侧是

山谷白云，一侧是森林公园，行走在木栈道、

木平台之上，景观层次丰富，令人沉浸其中。

这正是旅游公路的慢行系统，通过步道等公

路附属设施，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

求。目前，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已建成骑行道、

探险道等慢行绿道 150 公里。

“旅游公路就是让游客‘快旅慢游’，既提

升整体交通效率，又能让游客慢下来欣赏沿

途的风景。”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农村公路管理

处处长姬鸽介绍，旅游公路定位于旅游与民

生服务，打造了公路主体系统、景观系统、信

息系统、服务系统、慢行系统等五大系统。

其中，景观系统是山西旅游公路着力打造

的系统——以保护好原有生态景观为基础，因

地制宜规划建设绿化工程、景观小品等，融合

旅游公路沿线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实现“人、

车、路与环境”自然和谐。陵川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苏红岗介绍：“景观全部经过专业设计，遵

循‘变化、自然、野趣、生态’等原则，每个路段会

设置一两种主题色，注重呈现出原生态的美。”

沿着公路，游客春能赏花、夏能看山、秋能观

叶、冬可望雪，一年四季，都是美景。

不久前，棋子山以南的旅游公路陵川段，

新建成了一段 300米长的“音乐公路”。公路路

面红蓝相间，喷绘的音符图案，仿佛跳跃在彩

色的道路线条之间。道路一侧安装带有激光

雷达发射器的感应装置，当车辆以每小时 30公

里左右的速度驶入彩色路面，一段段优美或雄

壮的旋律就会响起，“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

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在太行山

上》这首歌歌词的创作地，正是陵川县。

“旅游公路同时是一条智慧型公路，未来

还将给旅客带来更多的互动体验。”姬鸽说。

以景带村，百姓增收——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开通
后，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3 年前，当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修到浙水

村附近时，村民们发现，村里陆续来了一些游

客，之后数量不断增多。

借助旅游公路带来的发展契机，在山西

省市县相关政策指导下，包括浙水村在内的

“驿站村”开始制定保护与发展规划、乡村整

治与提升规划和民宿旅游发展规划等，对村

里的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河道清淤、管道入户、公厕改造……浙水

村投资新建了景观门楼，改造了古房、古院和

民宿客房，修缮了阳马古道，公共服务设施越

来越完善，古色古香的面貌初步显现。不仅

如此，不少“驿站村”还请来了专业的设计团

队，负责村容村貌的整体规划和构建。

来自北京的罗宇杰负责浙水村规划设

计。深入当地调研后，罗宇杰发现，除了需要

对浙水村内的古建筑“修旧如旧”，村里还缺

少一栋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标志性建筑。

一个念头在罗宇杰脑海中萌生：何不建造一

个乡村书屋呢？

罗宇杰把书屋选址在了浙水村东的浙水

河前。整座书屋依山而建，室内没有书桌、凳

子，而是利用岩石本身的梯度，打磨之后成为

阅览区。白天，阳光穿过玻璃，人们能够在阳

光下尽情阅读；到了晚上，室内暖黄色的灯光

亮起，又成了村内一道景观。

书屋建成之后，当地市县两级相关部门

发起了书籍筹集工作：既有适合孩子们阅读

的科普类、文学类书籍，也有适合村民们阅读

的农业类书籍，丰富了村民生活。

随着浙水村建设的推进，不少外出的年轻

人看到了商机。靳海岗是土生土长的浙水村

民，之前一直在外地务工。有一天，一位老乡发

来一段视频，视频中有村民在自家门口支起了

锅，做农家饭，竟然供不应求。这样的服务显然

没办法满足逐渐增多的游客需求，但要扩大餐

饮服务规模、规范发展，村民们却不敢投资。

靳海岗回到了家乡，就在罗宇杰设计的

书屋对面，租了 8 间屋子开民宿。盘起几个

小泥炉，推出了炖土鸡等乡间特色菜肴，生意

逐渐红火，收入也不断增加。

在浙水村，民宿与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

冒了出来。2019 年，浙水村村集体成立了经

济合作社与文旅公司，盘活村内 29 处农房和

200 余亩土地，打造中高端民宿，开设茶舍、

书吧、咖啡屋、商贸文化展馆。同时，村民们

自主经营的餐饮、农家乐将近 40 家，可同时

容纳 900 多人就餐。2021 年，文旅公司净收

益 420 万元，村民分红 150 万元，村集体分红

收益 50 万元，村民通过参与经营、劳务服务，

人均增收 1.2 万元。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开通后，村民的腰包

越来越鼓了。”靳海岗说。

强村立业，推动振兴——

“我们村将分阶段稳步
推进乡村振兴”

今年春节期间，旅游公路的带动效应越

发凸显。这令靳慧永有点意外：“往年冬天是

淡季，可现在一年四季村里都有许多游客。”

原来，在浙水村 5公里外，陵川县新建了一

个太行冰雪小镇，掀起了冰雪旅游热。白天滑

雪、晚上住在传统村落，成了游客的新选择。

“路好走了，这些景区离得很近，真的很

方便。”来自安徽的游客方少友，已经是第三

次和家人自驾来陵川县了。这次，他沿着旅

游公路，又去了周围的几个特色乡村，体验春

节民俗活动，晚上就住在浙水村的精品民宿。

宽敞的房间里，大玻璃窗旁是清一色的

木 质 家 具 ，甚 至 还 有 智 能 马 桶 。“每 晚 只 要

200 元，就是得提前预订！”方少友笑着说。

晚上七八点，村口的浙水大戏台热闹起

来。不少村民与游客坐在小板凳上，享受着

欢乐的视听盛宴，高亢活泼的上党梆子把气

氛推向高潮。

这两年，浙水村以旅游公路开通为契机，

强化太行山水、古镇商贸文化、传统民俗的吸

引力，让这个古村落实现了华丽转身。

2020 年，浙水村采取“支部+合作社+农

户”运行模式，由合作社流转土地做大药材产

业。同时，村委会和有关公司签订协议，对中

药材进行保底收购。如今，旅游公路修到家

门口，生意也带到了家门口，村民侯陈付的药

材再也不愁卖了。

靳慧永介绍，浙水村已经建起了药材产

业园，相关产值可达三四千万元。

其他招商项目也多了起来。山泉水加工

厂、大理石厂……这些项目的引进，有效带动

了就业和集体收入增长。“像游泳馆和采摘园

等新项目，已经在推进中。我们村将分阶段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靳慧永说。

据了解，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已经联通了

山西 52 个传统村落、16 个农林文旅康示范村、

49 个产业园，使沿线 2612 个村庄受益，建成的

陵川王莽岭段、黎城板山段、左权百里画廊等

16 个“城景通、景景通、城乡通”示范段样板全

长 470公里，极大促进了沿线旅游发展。

清晨，方少友一行准备返程，特地去村里

买了许多特产。“每年自驾旅游，来浙水村住

一住，好像成了一种习惯。不瞒你说，下次的

出行规划我都想好了！”方少友说。

山西省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使周边乡村因路而兴—

千里旅游路 带动沿线富
本报记者 郑洋洋

■一线调研R

近年来，山西省建设太行一号

旅游公路，通过优化道路条件、提升

整体交通效率，带动了当地旅游业

发展。沿线乡村也以旅游公路发展

为契机，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因路而

兴、因路而富。 ——编 者

图①：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高平段）。

图②：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阳城段）。

图③：游客在打卡拍照。

以上图片均为王林摄（人民视觉）

图④：孩子们在浙水书屋读书。

金伟琦摄（人民视觉）

图表：山西省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路线示

意图。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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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险

滩 难 涉 ，唯 勇

者 进 ；发 展 的

考 题 难 破 ，贵

在实干。开年

以 来 ，内 蒙 古

自治区人社厅“手拉手”结对联系

基层，派出 103 人深入一线找问

题、察民情、访民意，对就业创业、

根治欠薪等难题建台账、做督导；

长江十年禁渔“三年强基础”现场

推进会在湖南省益阳市召开，强

调加强跟踪调研，将退捕渔民纳

入防止返贫监测范围，落实好专

项救助……事实证明，坐在办公

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

到的全是办法。搞好调查研究，

才能找到改革发展的“金钥匙”。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

源 头 活 水 ，是 做 好 工 作 的 基 本

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

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

加 深 对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领 悟 的 过

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

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

过程。”前不久，中办印发《关于在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提出：“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发扬

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勇于涉

险滩、破难题，知难而进、迎难而

上，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

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把

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

调查研究要直奔问题去，实行问

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着力打通

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

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

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走

遍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看真贫、扶真贫，直接听取贫

困地区干部群众意见，不断完善扶贫思路和扶贫举措，不

断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多次考察京津冀地区，亲自谋划京

津冀协同发展，在一次次实地调研督导中，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广泛深入调查研究，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

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事实证明，坚持攻坚克难，扑下

身子搞好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厘清、把办法找

到，推进工作就能事半功倍，战胜困难就能更有底气。

追求一个“实”字，既彰显为民情怀，又体现工作作

风。干实事，就要倾听人民心声、让群众得真实惠，发现

人民群众哪方面感觉不幸福、不高兴、不满意，就在哪方

面下功夫，千方百计排忧解难；谋实招，就要问计于群众、

问计于实践，敢于接“烫手山芋”、善于钻“矛盾窝”，找到

促进矛盾转化的条件和策略；求实效，就要狠抓落实、以

实践结果评价实际效果，现场能解决的问题当即解决，不

好解决的拿回来研究解决，既给出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案，

又加强督促检查、开展跟踪问效。明确目标方法，立行立

改、马上就办，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真正做到问题不解决

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方能扎实做好调研的“后半

篇”文章。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复杂问题没有简单

解决办法，只能靠勤于实践、攻坚克难。无惧前行路上风

高浪急、险滩暗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深入基层、扎根

群众，瞄着问题去、迎着问题上、盯着问题抓，不断查找和

弥补工作中的差距不足，我们就一定能以调研实效解决

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不断跨越新的“雪山”“草

地”、攻克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

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

力、发展力、持续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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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从中国石化获悉：“西氢东送”输氢管道示范工程已被

纳入《石油天然气“全国一张网”建设实施方案》，我国首个

纯氢长输管道项目启动。

该管道起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终点位于北京

市的燕山石化，全长 400 多公里，是我国首条跨省区、大规

模、长距离的纯氢输送管道。管道建成后，将用于替代京津

冀地区现有的化石能源制氢及交通用氢，大力缓解我国绿

氢供需错配的问题，助力能源转型升级。

中国石化董事长马永生介绍，“西氢东送”管道一期运

力 10 万吨/年，预留 50 万吨/年的远期提升潜力。同时，将

在沿线多地预留端口，便于接入潜在氢源。未来，中国石化

可依托“西氢东送”管道建设支线及加氢母站，助力京津冀

氢能走廊的高效构建。

目前，长管拖车仍是我国长距离氢气运输的主流方式，

但这种方式成本较高、效率较低，是造成终端用氢成本高的

主要原因之一，制约了产业链发展。输氢管道可以实现大

规模、长距离输送氢气，并且兼顾经济性。中国石化在内蒙

古布局了鄂尔多斯风光融合绿氢示范项目，并规划在乌兰

察布市建设大规模绿电制绿氢项目，通过建立风光发电—

绿电制氢—氢气管输—炼化与交通用氢的一体化氢产业发

展模式，实现氢能产业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示范布局。

据了解，全球范围内氢气输送管道总里程已超 5000 公

里，我国输氢管道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西氢东送”

输氢管道示范工程已经在路由选址、技术研究、工程建设方

案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基本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正加快推进项目各项工作。

我国首个纯氢长输管道项目启动
全长400多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