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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特刊·寿阳篇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工业兴，则百业兴；企业强，则经济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寿阳
县委、县政府提出了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目标，号召全县上下勇毅前行、乘势

而上，大力推进传统工业提质增效，奋力开创转型发展新局面，奏响转型
发展最强音。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
道理，发挥好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能够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高速

度发展注入一剂“强心剂”。作为全国最大石膏板护面纸生产民营
企业和山西省最大的造纸企业，山西强伟纸业有限公司为实现创

新和跨越式发展，继续稳固在石膏板护面纸行业中的龙头地
位，积极推动年产 110 万吨石膏板护面纸和包装纸项目建

设，工程全部投产后，将增加年产值 63.8亿元，年利税 14
亿元，新增就业700人。

历经风雨洗礼，转型发展添强兵。七元公司矿井
项目是 2012 年至 2014 年省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工

程，但由于多种原因，七元公司矿井项目经历了两
年多的停工，终于在 2020 年 11 月全部取得项目

复工证照手续，矿井具备了合法合规建设的条
件。七元公司矿井地质储量约20亿吨，生产

规模 500 万吨/年，服务年限可达 160 余
年，将以安全、高效、智慧、绿色大型现代

化矿井的排头兵为建设目标，七元公司

矿井项目的复工将为寿阳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寿阳县围绕建成太原周边最重要、最环保的建材供应基地目标，着力做好

建材行业整顿规范工作，努力把建材行业做成全县新的支柱性产业。在全
面推动县域内 10家石料生产企业整合重组的同时，积极与建投、交控、
智海等企业合作，建设国内最先进、最环保的大型石料加工企业。到

“十四五”末，建材行业产值力争突破25亿元，形成非煤产业新的重
要支撑。

潞安化工集团新元煤矿是全国首批 71座智能化示范矿井之
一，同时也是全国首个 5G智慧煤矿。“十四五”期间，寿阳县将
与潞安化工集团、华阳集团、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山西大运汽车等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积极推进 5G智
能制造产业园，围绕绿色转型、智能矿山、新能源车辆三大
核心，建设集研发、制造、运营管理为一体的“矿山绿色
工程运输车辆”项目基地，着力打造服务全省域、辐射
京津冀的5G智能制造行业标杆。

寿阳作为传统工业大县，将紧跟国际科技发展
前沿，洞察传统工业产业的变革趋势，以抢滩占
先、换道领跑的竞争姿态，牢牢把握发展良机，持
续为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提供持续强大的发展
动能，推动寿阳县经济社会的高质量高速度
发展，奏响转型发展最强音。 （李迪一）

聚焦“双高”目标 寿阳工业奏响转型发展最强音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今天的
康养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无疑

是一片涌动着商机的广袤之海。在全县
上下努力创建农康旅融合发展先行县的同

时，康养产业也正成为支撑寿阳转型发展的
支柱产业，绘就寿阳“诗和远方”的新画卷。

太行人家，康养福地，寿阳素有“春晚无花秋
早霜”之谚传世，是华北重要的休闲避暑康养胜

地，地处“太原—晋中—阳泉”三角带核心位置，寿阳
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康养发展新机遇。此外，寿阳拥

有多处森林公园，具备发展资源引领型康养产业的巨大
潜力和特色优势，可满足不同人群在康复、保健、治疗、疗

养等方面的康养需求。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康养文旅融合是产业发展大势所趋，福寿文化为寿阳康养

产业发展奠定了文化历史基础。与此同时，非遗表演展现着寿阳
的独特魅力，成为展现地方特色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丰富多彩的

文旅资源也将为产业融合发展增添新动能。
在农康旅融合发展的新征程上，“康养＋”正融合着寿阳转型发展的新

链条。“康养＋农业”高质量转型。寿阳依托玉露香梨、寿绿牌蔬菜等资源
优势，打造了一批高效绿色林果生产基地，推进生态农业康养产业发展；晋荞

米业、红鹤阳醋业等龙头企业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建立低糖休闲食品生产加工基
地，拓展和延伸了康养产品加工链条；寿阳还充分发挥特色地域产业优势和集聚优
势，打造乡村康养品牌，推动休闲农业与乡村康养产业体系建设。“康养＋文旅”多层
次融合。为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寿阳开展“乡村景区化”培育行动，古村开发、高

端健康体检、养生护理等健康旅游等一
批批项目，描绘着宜居康养乡村的建设布
局；梨花文化旅游节、宗艾古镇杏花节、“创
新·合作·转型”寿阳论坛等一场场文化盛宴，
持续释放着文旅消费潜力，推动康养与文旅融合
发展。“康养＋医疗”全方位推进。近年来，县级医
疗机构积极开展老龄服务，县人民医院开设老年门
诊，开通了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县中医院开展了
火罐、艾灸、针灸、推拿按摩等适宜老年人的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同时，医疗集团加强与养老机构合作，在全县8个
县、乡医疗机构与辖区内养老机构缔结了医养联合体，定
期到养老机构提供医疗巡诊、健康管理、健康咨询等服务。

品牌是康养产业的外在体现，是康养产业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十四五”期间，寿阳将聚焦康养度假游、中医药体验游和森
林体育游三大品牌，打造“一城四中心”优质医疗服务集聚区、“一圈
多环”运动休闲康养区，推动全县“康养发展大融合”发展战略。此外，
寿阳还将有机整合康养产业优质资源和发展要素，塑造“康养寿阳，康养
圣境”品牌，形成“一核统领、一带串联、三区互动、六团支撑”的康养产业空
间发展新格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寿阳将坚持大康养理念，创新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加快构建“1+4+100”的农康旅融合发展新格局，打造太原东部康养休闲新高地，推
动康养产业迈出新步伐。千川汇海阔，风正好扬帆，以农奠基、以文促旅、以医康养，
在农康旅融合发展的新征程上，寿阳正以开放的姿态，散发无穷的魅力。

（李迪一）

“康养+”引领
寿阳发展新风向

曹河路平交道口开通，“六纵六横”城市路网全线贯通；与碧
桂园集团深度合作，智慧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提档升级攻
坚、国土绿化攻坚成效显著，国家卫生县城、省级文明城市、省级
园林城市等殊荣接踵而至……寿阳，在城市建设的道路上，破解
了一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办成了一些过去想办却没有办
成的事情，短短两年时间，县城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今天的寿

阳，正乘着城市发展的快车，昂首步入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县城朝阳街被百姓称为寿阳的“长安街”。自 2019年 10月改

造竣工以来，县委、县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不断完善配套设施，
在短时间内把长达4公里、双向六车道的县城主街道打造成了寿阳
宽阔通畅、美丽大气的新地标。它的成功改造，标志着寿阳城市建
设的振兴和繁荣，也折射出整个寿川大地的文明与进步。

近年来，寿阳县抢抓融入太原都市区的战略机遇，对标全国一
流，坚持规划先行，高位布局“十四五”发展，在全省率先开展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全域构建“一城三园四镇二轴三区”格局，统筹
规划“八山三河两水系、丘陵河谷清凉地”建设，倾力打造以“福寿
文化”为特色的“晋风雅韵、沉稳大气、山城相依、景城相融”品牌，
力争到“十四五”末，把寿阳建设成活力四射、魅力无限的现代化
城市。

在高起点规划的基础上，寿阳县按照省委、市委“大县城”建设
战略部署，采取PPP、EPC+F等多种形式，总投资 46亿元全面实施
八大提升工程。“六纵六横”城市路网全线贯通：启动朝阳街、恒阳

路等13条共23公里道路新建、改扩建工程，打通主要路口17个，
人均道路面积增长 62%。大力实施城区绿化、通道绿化、荒山绿
化、流域绿化、村庄绿化、矿山生态治理“六大工程”，全年新增造
林面积 7.7 万亩，县城区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分别达到 41%、

4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3平方米，全部超过国家园林县
城创建标准。同时，县委、县政府着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操心
事、揪心事，投资 10.2亿元，启动文化广场、化肥厂、旧县衙 3
个片区改造，投资 1.2亿元，完成棚户区改造 367套。县城集
中供热面积累计达到 677 万平方米，集中供气覆盖率达到
94%；县城区雨污分流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76%、96%。

寿阳县在高标准建设的同时，集中开展提档升级攻
坚行动，加大对城市的治理力度，拆除违建乱建 7万平方
米，亮化美化 91 万平方米，管线下地 46 公里，广告下墙

5000余处近 6万平方米，新增停车位 3000多个，并与
碧桂园集团合作，在全省率先建立绿地、无物业小区、

环卫保洁等15项城市服务市场化机制。
“十四五”开局之年，寿阳县将围绕建设“四个

先行县”，实现“十二个率先”目标，全面启动国家
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县城、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

“三城”联创；持续完善城市路网和提档升级工
程，推进县城区12条6.8公里道路架空线路
入地；加快推进化肥厂、城西、文化公园、回

迁楼 4个片区建设，启动北部新城前期
工作，完成 349 套保障房主体工程；加

快石门河水环境提升工程，完成文
化公园、学府公园、外环路街边绿

化工程建设，启动市民服务中心
等文化设施配套；全面推进城市

管理市场化服务，加快智慧
城市建设，为城市发展争

得先机，赢得未来。
（周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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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天下之大
业也。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
点，寿阳县委、县政府提出了
大力实施农业倍增工程，为全
县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提供支
撑的工作目标，一幅“农”墨重彩的画
卷正徐徐展开……

“十四五”时期，县财政每年拿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0％用于“三农”的
投入，通过实施5个倍增工程，让杂粮面积
实现翻番，畜牧业产值实现翻两番，蔬菜
产业产值实现翻番，林果产值实现翻两番。一
句句承诺并不是侃侃而谈，而是立足寿阳实际
提出的切实可行的目标。

得天时，占地利，优先发展农业恰逢其时。寿
阳土地广阔，宜林宜牧面积达130万亩，耕地面积达
104万亩，农民人均耕地近6亩，土壤土层深厚、土质
均匀。加上气候适中、降水充足、日照充分、无霜期
长等优渥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寿阳发展农业生产得天独
厚的优势。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托管正逐步成为破解农
民老龄化、经营分散化难题的有效农业经营方式，进一步提
高了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善人和，重合作，推动倍增目标顺利“变现”。牵手神农
集团、中正集团、山东大地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有实力
的企业，重点推进神农玉露香梨种植园区、设施蔬菜项目、五万
亩“嘉禾模式”玉米基地等项目，让倍增工程不再是“纸上谈
兵”。山西得天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年出栏20万头高档商品猪
循环经济园区项目落地寿阳县景尚乡张韩村鸦鸣小组，项目建成达
产后，可为市场提供生猪20万头，实现产值5亿元。

韩愈茶食是享誉三晋的著名旅游小吃，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海
南等全国各地。玉露香梨产业已经成为寿阳县脱贫致富和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的成功典范。在常村的辐射带动下，如今全县玉露香
梨种植规模已发展到近 2 万亩，年产量达 6000 吨，年销售收入达
5000万元。2021年寿阳将通过农产品特色加工项目，对寿阳豆腐干、
寿阳小米、寿阳猪头肉、寿阳油柿子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度整合，打造

在华北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
寿阳县嘉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与有着墨西哥“玉米之父”之称的克鲁斯合作，通

过垂直深松土壤、秸秆还田、适度密植等方式，推动嘉禾农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精细化
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从 2018年到 2020年，嘉禾农业玉米亩产分别达到了 1092公斤、
1015公斤、1016公斤，是山西玉米平均亩产的3倍还多，嘉禾农业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道
路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万头肉牛养殖项目由中国农科院牛一级研究员孙凤宽教授提供规划设计、技术服务，
是集肉牛育肥、品种繁育、技术培训、有机肥加工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养殖项目，计划到
2022年达到万头肉牛养殖规模，年产值预计可达2.5亿元。种养循环联动，年可利用5万
亩玉米秸秆，年产有机肥2万吨还田，构建起种养结合、绿色循环的产业链，为全县农业高
质量转型发展蹚出一条新路子。

“风正好加力，惠农正当时”。眼下的寿阳，正聚焦乡村振兴，用扎实的工作业绩回馈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走，努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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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清洁能源风力发电项目

▼西草庄村康养旅游项目

寿阳县嘉禾现代农
业示范区

宽敞整洁的街道

本版摄影：李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