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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特刊·祁县篇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聚焦“六新”项目建设全面开花

大力推进昌源河生态治理
漫步在纵贯祁县南北、被称为昭

馀“母亲河”的昌源河畔，水清、岸绿、
堤固、鸟飞、花香……河湖水网之间，
人、水、山、城和谐共生的美景让人流
连忘返。

在全县上下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之时，在“十四五”出雏型、蹚新路、
开好局的重要时刻，祁县以建设“生态
美县”为目标，大力开展“六县建设”，
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支

“山水林田湖草”之笔，正在绘就“三河
汇流、两岸锦绣、全线成景”的百里生
态廊带画卷，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美县”未来可期。
昌源河作为汾河干流的主要支流

之一，其生态治理工程是祁县全面深入
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汾河流域生态保
护修复工作各项安排部署的生动实践，
是认真落实实现汾河“水量丰起来、水
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具体行动，更
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休闲需要，继耗
资4.8亿元的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建成
后，再现祁县古八景之“昌源春水”的又
一项重要举措。

据了解，昌源河生态治理工程为
生态型社会公益性建设项目，祁县斥
资 2.1亿元重点建设昌源河贾令桥至
乌马河口段河道治理和昌源河流域生
态修复工程。投资 1000 万元的昌源
河贾令桥至乌马河口段河道治理工
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堤防700米，加
宽加固堤防 6.2千米，滩槽整治 6.2千

米，格宾石笼防护 1800 米，漫水路 2
处，树木绿化 1267棵。投资 2亿元的
昌源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主要包括
两岸堤顶路面硬化、绿化、彩化；3 处
拦水坎进行阶梯蓄水，完成可蓄水量
约 20 万立方米；乌马河汇入下游约
100 米位置新建 1.6 万平方米 的人工
湿地，用于进一步净化水质；新建泵
坑用于灌溉和景观建设，同时作为引
水工程的备用水源；引水工程累计引
水长度约 2.1千米；河道景观绿化面
积含堤内滩地及护坡共计约117万平
方米；昌源河上游清淤长度约 3 千
米；建设鱼塘面积约 5.7 万平方米；
构建平台搭建、软件及视频监控系
统、屏幕墙、水质、气象监测系统等
的智慧水务系统。

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邢超说，工程竣工后将对修复河道水、
陆生态空间，恢复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起到积极作用，为祁县人民带来“水
丰、岸绿、景美”的生态价值，助推县域
经济转型发展。

近年来，祁县深入落实省委、省政
府加快“两山七河”生态修复的决策部
署，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大力实施民生
工程。成功召开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运行管理现场会，圆满承办第二届
全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发展论坛经
验交流会，省、市领导多次到祁县指导
生态文明建设，县委、县政府统筹考
虑、整体布局，将山水资源、历史文化、

产业基础深度融合，致力于做好水资
源、做响水品牌、做大水平台。高规格
建成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高效率实
施昌源河至入汾口河道治理、乌马
河河道治理、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堤
外蓄水等重大工程，高标准完成古
县酥梨基地提水灌溉项目，高质量
打造祁县万亩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
目，高水平实施“1轴 4点、六位一
体”的乡村振兴示范廊带，高品质
建设修善三贤文化景区、苗家堡生
态湿地游、刘家堡王维诗国小镇、
河湾村贯中文化园等一大批“以生
态留人、靠文化引人”的水韵生态
与传统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旅游
线路，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进一步放大蓝天常在、碧水长清
的全域绿色生态优势，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有机
融合，绘就群众眼中的“绿水青山”，
换来百姓点赞的“金山银山”。

据祁县水利局水资办副主任翟晋
生介绍，昌源河贾令桥至乌马河口段
河道治理工程已全部完工；昌源河流
域生态修复工程已完成立项，现正在
编制初步设计。下一步，祁县将以更
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手笔，积极推
进昌源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让广大
群众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分享生态红
利，为“沙滩碧水”的美丽山西建设展
现祁县使命担当，奋力书写祁县生态
高质量发展的最美答卷。

仲夏时节，万物葱茏。854 平方
公里的昭馀大地上涌动着千帆竞发的
活力。

驱车行走在祁县经济开发区，208
国道平坦笔直，一个个项目串珠成
链。走进红星白酒产业园迁建项目现
场，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红星白酒产业园迁建项目是集
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于一
体的酿造生产基地，项目投产达效后，
预计可实现年收入17亿元，上缴税费
2.4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1424个，将极
大地提升祁县白酒产业品牌影响力和
自动化酿造水平。”北京红星股份有限
公司基建部部长刘晓轩介绍。

不仅是红星白酒产业园，在祁县
经济开发区，以丹源碳素公司为代表
的新材料产业正在通过技术研发释放
传统产业新动能，以中科太通公司煤
矿智能无轨辅助运输装备为代表的新
装备正在引领我省煤炭装备制造业发
展，以中通物流产业园为代表的新业
态正在培育聚合型产业摇篮，以福诺
欧公司含氟材料为代表的新产品已赢
得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行业的极大关
注……近年来，祁县紧紧抓住“在转
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历
史机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聚焦“六新”产
业，聚力创新，带动全县融入高质量
发展大潮。

据了解，祁县经济开发区入驻企
业105户，其中“四上”企业40户，战略
性新兴产业19户，形成了新兴产业核
心区、玻璃器皿工业园、食品工业园、
文旅产业园“一区三园”的发展格局和
食品加工、新材料、新装备，文化旅游、

现代物流“3+2”产业体系。据统计，1
至 5 月，经济开发区完成规上企业工
业产值 19.42 亿元，同比增长 30.2%；
完成工业增加值 4.1 亿元，同比增长
37.4%；税收收入 1.23亿元，同比增长
24.2%；新增“四上”企业 3 户（晋春混
凝土、祁美科技、国新利用），同比增长
11%。随着投资 3亿元的山东邦基饲
料智能生产车间、投资1.5亿元的大运
物流等 5 个项目的入库入统，上半年
工业投资将同比增长20%以上。

作为县域经济发展主平台的祁县
经济开发区，是全国产业园区成长力
百强园区、省科创新城产业合作园区，
2018 年省政府批准扩区至 31.81平方
公里，2019年获选山西十大经济新闻
暨高质量发展典范评选活动“六最”营
商环境创优案例，连续三年在全省开
发区发展水平考核中位列优秀。现在
的经济开发区，正饱蓄动能驶入高质
量高速度发展快车道。

近年来，祁县经济开发区以“三聚
一创”为思路，聚焦转型优势再造，区
域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得到显著提
升。建设红星白酒产业园、碳素产业
园、中通物流园，推动传统优势产业
直道冲刺；聚力“六新”赶超争先，
发展福诺欧高性能全氟醚橡胶、浩博
森新材料、启迪信电子，推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换道领跑；聚势蹚路拔节起
势，做大伊利乳业、今麦郎饮品、正
大农牧科技等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实现弯道超车；创优“六
最”营商环境，建立 101 审批机制，
实现一个大厅搞服务、“一枚印章管
审批”、一网通办管效能、办事不出
区。入区企业在享受国家、省、市优

惠政策的基础上，还享有山西转型综
合改革示范区晋中开发区发展总部经
济扶持办法、晋中市促进招商引资工
作“二十五条”、祁县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等配套政策，以及“一事一议”

“一企一策”、专项资金奖励等多种优
惠扶持。全程领办代办，专人专项跟
进，服务优质安心；建立规上企业包
联服务制度，班子成员带头开展“一
对一”服务。

特别是 2020 年，面对疫情、碳
素产业转型搬迁和食品饮品行业增加
值率调低等影响，祁县经济开发区逆
势飘红：工业投资完成 8.2亿元，同
比增长 46.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完成 8.8 亿元，同比增长 11.1%；转
型项目当年完成投资 8.0亿元，占工
业投资比重的 97.4%；高新技术企业
6户，同比增长100%；实际利用外资
完 成 142.9 万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98.6%；“四上”企业 28个，同比增
长 21.7%；“四上”企业营业收入 48.1
亿元；产出强度为211.5万元/亩。

时运在握，八方云动，万千新气
象，更待风起云涌。下一步，祁县将以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经济
发展与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建党 100
周年结合起来，以党建第一责任引领
保障发展第一要务，以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推动形成活力迸发的创新生
态，按照更高的要求、瞄准更高的目
标，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
为建设产业大县、农业强县、开放新
县、文化名县、生态美县、幸福祁县
奋勇赶超，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倾力打造中国
茶文化旅游第一城

今年春节、元宵节期间，祁县着力打造昭馀古
城文化景观街区，搭建传统彩棚、装饰油纸伞，将
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融入照明设计理念，打造富
有感染力的古城夜景；引进全国各地的美食小吃，
开展旺财主送红包、吉祥牛拜新年、手鼓表演、汉
服展示等活动，大年三十还同步开放“万里茶道专
题展”“祁县宝藏馆”“晋茶晋韵会客厅”“御翘茶庄”

“摩根药茶展示馆”五大馆，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市民
前来游玩。据统计，春节期间，昭馀古城共接待游
客 19.3万人次，在展现“茶商之都”独特魅力的同
时，更带动了周边第三产业的发展。

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打卡华灯璀璨、步步
景观的昭馀古城，用时尚和创意红遍网络，为昭馀
古城平添了几分时尚气息。

祁县作为山西省六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拥有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渠家大院、长裕川
茶庄，茶文化元素无处不有，祁县商帮更是明清
晋商“万里茶道”的主要开辟者。昭馀古城作为
万里茶道的集散地和重要支撑点，既是中国茶文
化辉煌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山西药茶文化传承的
发祥地。昭馀古城共有 30余处茶庄遗址，其中
有 13处被国家文物局纳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
预备名录。

在“中国茶文化旅游第一城”建设项目上，祁
县秉持“人与遗产共生、生活与遗产共处、传统和
现代互融”的理念，以“活化文物、赋能产业、创新
生活”的思路，将药茶文化融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积极与省文旅集团联手合作成立了山西昭
馀古城文旅投资管理公司，共同组建双组长制领
导组，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力推进，取得了明显
成效。

经省文化和旅游厅批复，自 2021年 2月 1日
起，国家4A级旅游景区——渠家大院文化旅游区
正式更名为“昭馀古城茶商文化旅游区”。

据悉，昭馀古城万里茶道博物馆、山西药茶博
物馆、山西药茶产业街区提升改造项目已完成整
体立项，三期扩容工程总投资约 3544万元，工
程内容为：通过租赁或购买的方式整合药茶体验
馆、万里茶道体验中心、渠家大院周边公产院落
对昭馀古城东大街进行提质扩容，新建高标准、
高容量的自营特色餐饮店及特色民宿，优化古城
东大街业态结构，增加古城文化元素，丰富景区
运营内容，延长游客游览时长。目前，已经在古
城东大街修复开发了 11座院落并开始布展。在
长裕川茶庄旧址和永聚祥茶庄旧址，三条晋商万
里茶路再现了以长裕川、永聚祥为代表的祁县茶
行茶商，从风和日丽的南方，历尽千辛万苦，用
舟船、马车、骆驼，过江河、涉山岭、穿戈壁，
把成千上万吨的茶叶运输到世界各地，推动了南
北民族大融合和中外贸易大交流。

古城更新·茶旅融合类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建
设中。项目包括丹枫阁文化地标——丹枫阁花园
复建、文庙国际研学基地、《茶商宝典》情景剧、血
脉茶企回归晋商老街等。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
提升“茶商之都”的文化品牌号召力。

城市更新·商旅融合类项目包括位于建材厂
的中国茶交易中心和拟选址于北关村的一带一路
业态拓展区。一带一路业态拓展区一期建设游客
服务中心及生态停车场，分期实施实景演艺、茶
创产业园、五洲小镇、旅居小镇和万里会展中心
等项目。其中，颇具特色的万里茶道演艺廊道连
接古城与一带一路业态拓展区，长度约 500米，
沿着万里茶道曾经繁荣的路线，穿越商贸交往地
区的特色景观，在古今交错中感受万里茶道的历
史成就与今时的美好风景。五洲小镇、旅居小镇
建设面积约为 20067 平方米，旨在打造“世界
风”的主题创意小镇，以茶为纽带，串联起一带
一路上各地的文化与风情。小镇采用场景化的打
造方式，街道上融入各地特色舞蹈、民俗表演，
由演员引导人们游览与体验，飞跃大洋与大洲，
领略万千茶事。

蓝图绘就，使命在前。祁县将继续按照“一年
谋局建样板，三年见效看项目，五年成型塑品牌”
的工作思路，赶进度、抢时间、抓落实，全力推进昭
馀古城“中国茶文化旅游第一城”项目建设，推动
文化旅游事业向集团化、旗舰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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