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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省校合作 共促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智慧萍）日前，在
榆次区华晟咱家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张大妈一边看电视一边说：

“在这儿满满都是幸福感，兴趣相投
的朋友、丰富多样的活动给我的晚年
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今年以
来，市民政局把持续推进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围绕
便民利民惠民宗旨，聚焦省市政府民
生实事、特困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信息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持续发力，加快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老年人的幸福愿景正一步步变为
幸福实景。

市民政局充分发挥全国养老先进
单位榆次区华晟咱家智慧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按照省、
市要求，今年投资1000余万元将实施
8 个城镇社区幸福养老提速工程，到
今年年底，实现 11个县（区、市）幸福
养老工程全覆盖，为城镇社区老年人
提供更加优质和完善的养老服务。继
续开展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

工作，今年将投资 250 万元新建农村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5个，年底前全
部建成投运，累计数量将达1000个。

同时，市民政局聚焦特困老年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投资 300 余万元用
于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
目；聚焦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
设，利用寿阳七里河敬老院和灵石康
乐敬老院现有场地和设施，建设符合
国家标准的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由服务兜底特困老人向周边农村
老人拓展；聚焦康养产业发展，做强太
谷孟母养生健康城、平遥天鹭湖、榆社
云竹湖、榆次小西沟康养综合体等项
目，努力创建省级康养示范区，着力培
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此外，市民政局强化信息平台建
设，今年将投资 500余万元新建 10个
县级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年底市、县两
级智慧养老信息平台组网将搭建完
成，实现市、县整体组网运行，进一步
增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打
响“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品牌。

我市加快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讯 （记者雷昊）综改区晋中
开发区产业链发展促进部自今年揭
牌以来，立足晋中开发区产业基础，
发挥职能优势，多举措从产业优化提
升、企业梯度培育、构建特色益企系
统工程、打造企业问题调度平台发
力，着力提升晋中开发区产业基础高
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产业链发展促进部作为晋中开
发区管委会的专业性常设工作机构
和一类经济服务部门，主要职责定位
于“产业发展促进、服务企业统筹、解
决问题兜底”三大方面，即通过链式
整合、重塑、提升等手段促进七大产业
优化升级，形成晋中开发区特色产业
生态；统筹区内外各项优惠政策和服
务，构建晋中开发区特色化益企系统

工程；畅通企业反映和解决问题渠道，
搭建晋中开发区解决企业问题调度平
台。三大职责外，“小升规”、专精特
新、“小巨人”、双创基地以及中小企业
园等涉及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培育服务
工作均由产业链发展促进部负责。

作为晋中开发区寄予厚望的新
机构，产业链发展促进部持续推进产
业优化提升工作，目前，已构建了七
大重点产业链（群）框架及链长工作
机制，并明确了企业梯度培育行动、
产业基础再造行动、“数字+赋能行
动”、绿色低碳发展行动、项目提质增
效行动及开放合作招商行动等7项重
点任务。在液压产业联盟组建上，协
同汇通产业园事业服务中心，与太重
榆液、方盛液压、海洋液压等企业开

展了多轮深入研讨，已进入联盟章程
与协议完善阶段。

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方面，积极建
立了 2023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库，按照申报时间节点和初审、上报
等程序要求，已有 20 余户企业完成
专精特新申报前置程序——创新型
中小企业的认定，近 20 户企业已进
入重点辅导阶段。同时，在近期组
织了 10 余户专精特新企业，参加了
全省中小企业申报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培训，第五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申报和第二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复核工作也已进入了
初审阶段。

在特色益企系统工程上，完成了
“政策计算器”App的前期准备工作，

与 12家金融机构对接了“金融链”构
建工作，基础工作已基本完成；与山
西能源学院对接了“人才链”和“创新
链”构建工作，已基本形成构建思路；
与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多次深入对接，完成了基于产业互联
网平台实施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
级的基本框架。

解决企业所急所盼是产业链发
展促进部的重心，产业链发展促进部
在企业问题调度平台上，编制出台了

《解决企业问题流程图》，按照“96字
头”短号码热线电话的相关要求，已
正式向省通信管理局网站上传了

“96509 服务热线”申请资料，并报工
信部备案，预计 6 月底前正式开通。
同时，为更好开展热线覆盖的惠企政
策宣传、企业诉求应答、助企发展指
导等工作，已编制完成《企业服务热
线专线电话运行管理办法》《企业服
务热线专线电话接听制度》等系列工
作制度，为“96509 服务热线”开通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支撑。

综改区晋中开发区产业链发展促进部

发挥职能优势 助力产业发展

连雨春去，一晴夏初，太行山上
云雾缭绕、树木葱翠。坐落于太行山
中段、群山怀抱的和顺县松烟镇南天
池村被云雾笼罩，美丽农家与远山青
黛相映成画，宛如仙境。用活生态资
源优势，围绕生态康养产业链，南天
池村逐步形成了生态化、特色化、品
牌化的产业体系。

南天池村位于和顺县城东部，与
河北省邢台市相邻，是牛郎织女爱
情故事的发源地，周边分布着与故
事情节相关联的 20多处自然景观与
人文景观，以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为
主题的民俗活动更加活跃。在这

里，太行山断裂带蔓延起伏 6.7 公
里，森林覆盖率达到 82%，森林面积
4067 亩。独有的七夕文化、独特的
山间草甸风光、优美的生态环境、日
渐健全的旅游配套设施，不仅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赏美景、住民宿、吃
农家饭，而且吸引了乡贤投资兴业，
赋能乡村振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想
依托这些原生态资源为乡亲们做些
事。”2021年 7月，山西和佳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涛充分运用
公司园林绿化和荒山绿化方面的资
源、人才、技术等优势，成立山西云端

之上森林康养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与
南天池村共同打造“生态+康养+旅
游”为一体的“牛郎织女云端森林康
养小镇”。2022 年 1 月，南天池村云
端之上森林康养基地成功获批成为
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

家乡的山水成了“金饭碗”，项目
建设、植树造林，到处都需要人。“农
闲时，我和妻子在基地里进行绿化养
护，每人每天能赚200元左右，一年仅
这项收入就能维持生活。”刚从云端
之上森林康养基地回家的村民王江
萍告诉记者。

“目前，项目仍在建设过程中，平

均每天能带动我们村用工40余人，云
端之上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设大大增
加了村民的收入。”南天池村党支部
书记陈宝珠说。一年多来，云端之上
森林康养基地已经新建人工湖30亩，
种植山楂、杏树等500余亩，修建景观
大道 4.9公里，累计完成绿化 2000余
亩，该村及周边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 160余户，户均增收超过 1.6万元。
随着养老中心、精品酒店、非遗文化
体验、生态科普等特色项目陆续开发
并正式运营，将有效带动周边民宿、
农家乐及整村发展。

今年以来，和顺县紧跟省、市重
大部署，坚持“学习先进、创新形式、
农文聚合、集群发展”理念，充分挖掘
本县独特的资源禀赋，统筹整合一切
优势资源，聚力抓好特色康养文旅专
业镇建设，重点打造松烟康养特色镇
文旅品牌，创新“康养+”开发经营模
式，大力培育建设乡村康养机构、旅
游服务、精品民宿等市场主体，全力
开发集“避暑、中医药、乡村、森林、研
学、运动”等一体的康养新品牌。同
时，注重把康养产业与产业转型、乡
村振兴等统筹起来，强化政策支持和
工作联动，以文旅促进产业兴旺、带
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加快把
文旅康养产业打造成为和顺战略性
支柱产业，持续擦亮打响“康养和顺·
夏养和顺”品牌。

图为和顺县南天池村。
本报记者 史曼菲 摄

家乡的山水成了“金饭碗”
—— 和顺县聚力抓好特色康养文旅专业镇建设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本报记者 裴晓敏

本报讯 （记者杨星宇）近年来，平遥县积极用好
省校合作“金钥匙”，依托“平台共同建设、项目精准对
接、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深度链接高校人才、科技、项
目优质资源，一体推动古城保护、文旅开发、产业转型、
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凝聚起县域发展的“动力源”。目
前，全县共合作高校25所，签约挂牌基地33个，落地合
作项目基地34个，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5个。

牢记嘱托强保护。该县把深化省校合作与古城保护
深度结合起来，搭建智库合作平台，与同济大学签订关于
古城保护与传承合作协议，推动山西历史文化遗产数字
化平台建设项目基地、阮仪三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中心（平遥）两大智库合作基地挂牌中国票号博物馆，累
计筹集资金70余万元用于修缮古村民居和搭建文物保
护棚。打造数字文保平台，推动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保
护国情教育基地落地双林寺，为古建筑及彩塑壁画保
护建立可永久保存与可持续再现的数字档案。创新
文保监测机制，推动重庆大学文物保护险情监测国情
教育基地落户文庙，大成殿结构稳定性科学化监测持
续推进，文物保护与传承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擦亮品牌抓传承。充分利用“平遥牛肉”和“平遥
推光漆”专业镇建设的契机，全力推动平遥牛肉集团有
限公司与山西农业大学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推动
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与山西传媒学院、山东
工艺美术学院合作建立研发创作中心和创意设计基
地，与山西传媒学院签订《山西平遥推光漆艺的文化创
意研究》项目，建立平遥牛肉和推光漆技术人才库，强
化人员技艺培训，持续做优做精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品
牌效应持续提升。

围绕转型强产业。聚焦打造合作基地（项目），各相
关部门围绕重点项目、重点课题和重点产业，广泛征集
合作意向，建立需求库，助推传统产业转型，提升新兴产
业质效。山西华兴电机铸造有限公司、平遥同妙机车有
限公司与太原科技大学分别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太原
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和创新创业基地正
式在企业挂牌，进一步释放高校科技创新潜力，助力传
统铸造产业加速转型。依托平遥新金属材料院士工作
站平台、平遥经济技术开发区、县域重点产业领域企业
等，全力推动山西亮宇碳素有限公司与中北大学、太原
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共建“碳基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打造平遥国家战略原材料基地。目前，山西亮宇碳
素有限公司总投资16.5亿元、年产量2万吨的碳基新材
料项目正在加速落地平遥经济技术开发区，达产后可新增产值30亿元。

壮大龙头促振兴。该县连续两年高规格举办深化县校合作集中签约仪
式，切实发挥县域内国家、省、市农业龙头企业优势，全力推动山西平遥国青
禽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建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国青禽业股份有限公司鸡群免疫和环境防控水平大幅提高，60余农户成为
公司战略合作养殖户，年均增收10万元以上。深入挖掘传统古院、古村、古
镇、古堡、古城等特色资源，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其中，平遥画谷写生研学文
化有限公司与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太原理工大学写
生实践教学基地，集成性用活乡村“五古”特色资源，助力人才培养和乡村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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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雨后天晴，左权县境内的太行山脉出现云海景
观。近日天气变化大，冷暖空气频繁交替，雨后早晨云雾太行，
和煦的阳光铺满了山间小道，涌起了浓浓的云雾，漫漫云海随风

奔涌，处处裹着云、含着风、孕着雨，层峦叠嶂的群山中云雾缭
绕，绘就了一幅人间仙境山水画，让人无比神往。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摄
云雾太行 醉美人间

本报讯 （记者周俊芳）在4月27
日我市召开的招商引资暨“产业链、
专业镇”建设推进会上，全市6个专业
镇被授牌，榆社医药包材专业镇位列
其中，被列为市级专业镇。目前，该
专业镇已形成以医药原料和现代中
药为主体，以药用包材、医药销售物
流为配套的产业体系。

榆社发展医药产业历史悠久，从
1958 年榆社阿胶厂成立起，通过 60
余年发展，初步形成“药材种植、中成
药生产、医药包装”的产业链条。

榆社胶囊产能位列全国第二。
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生产 14种规

格型号的羟丙甲纤维素胶囊、普鲁兰
多糖胶囊产品，是业内品类规格最全
的企业之一，年产量达480亿粒，产能
位居全国第二，出口海外。2022年，
外贸销售额 1.3 亿元，占行业外贸销
售额的 10%。山西天生制药有限公
司拥有 132 个国药准字品种，保和
丸、六味地黄丸、风热感冒颗粒、大
蜜丸等中成药享誉业内。其生产的

阿胶品质媲美东阿阿胶，“榆社阿胶
熬制技艺”被评为山西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2022年 6月，榆社成立阿胶
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走出以“阿胶
文化”为魂、以现代健康理念为本的
新兴阿胶产业发展之路。

山西广华源药用包装有限公司
从 事 药 用 软 包 装 的 研 发 、生 产 ，
2022 年新建生产 5000 吨产能的复

合膜、铝箔生产线，目前，总产能达
8000 余吨，产量在全国同行业排名
前五。

目前，榆社发展知母、黄芩、柴
胡、党参等中药材种植2.5万亩，关联
企业 34户，其中规上企业 4户。2022
年，专业镇内企业实现产值 13.92 亿
元，同比增长 30.5%，带动就业近 1.6
万人。

榆社现代医药专业镇初具规模

本报讯 （记者裴晓敏）5 月 9
日，副市长梁艳萍带队就全市教育
工作进行现场调研，并在市教育局
召开了调研座谈会。

经过近年来连续不懈的努力，
晋中教育工作整体水平位居全国第
一方阵，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中
考”改革、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等
经验做法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和良
好声誉。梁艳萍对全市教育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她指出，教育是立
国之本、强国之基，是重大的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涉及千家万户，要提
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紧紧围绕教育高质量发

展主线，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取得成
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再创新高。
她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
上来，在思想引领上下功夫，不断
开创工作新局面。要守好教育安
全底线、教育廉洁底线，建立“日
清、周结、月汇报”工作制度，落实
好“重点工作、重要会议、重大风险
点、省市重要考核指标”四重工作
法，结合晋中教育资源优势，大胆创
新，多出工作亮点，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为晋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梁艳萍调研全市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