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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我市将开展“春风行动”暨新春招聘活动

（上接第1版）
记者走进麒麟沟风场风电项

目现场，一排排高耸的风电机组
映 入 眼 帘 ， 巨 大 的 叶 片 迎 风 旋
转。这里是和顺县实现能源可持
续发展的前沿阵地，风电新能源
基地不仅充分利用了风能这一可
再生资源，减少了碳排放，为环
境保护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是推
动绿色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为
和 顺 县 经 济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活力。

和顺县把新能源产业发展作
为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充分发
挥风、光等资源优势，多点发力，
全面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目
前，已建成项目运行平稳，全县共
有 8 家正常运营的新能源风光发
电项目，总装机容量 684.537MW，
还有 3 家正常运营的瓦斯发电企
业。2023 年全县风力、光伏项目
总发电量为 12.36 亿度，实现工业
总产值 3.51 亿元。在建项目也在
积极推进，2021 年和 2022 年省能
源局共批复和顺县 9 个风光发电
项目，总装机容量 930MW，其中
3 个已投产并网，分别为和顺县
马坊二期 80MW 风电项目、和顺
县吕鑫露采矿复垦土地绿色生态

治理 100MW 光伏+生态园项目、
和顺县 50MW 风光互补项目；正
在建设的有 6 个项目，分别为山
西国际能源和顺综合清洁能源供
应（风 光 储）一 体 化 项 目（10 万
光 + 10 万 风）、晋 控 电 力 和 顺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现已并网
25MW）、国家电投集团山西和顺
县 100MW“光伏+储能”项目（现
已并网 60MW）、和顺吕鑫露采矿
复垦土地绿色生态治理农光互补
二期项目、和顺县大唐 100MW 光
伏发电项目、和顺县新能源+乡
村振兴 600MW 光伏基地项目（一
期 100MW）。

和顺县将继续在科学规划上
下功夫、在政策扶持上出实招、
在人才培养上见成效、在规模发
展上求突破。和顺县能源局党组
书记、局长王正宇表示：“将围
绕壮大新能源主导产业，积极谋
划、储备一批综合效益好、带动
性强的新能源产业项目，鼓励发
展风电、光伏、储能等配套或相
关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带动能
力强的新能源产业，推动产业链
向 两 头 延 伸 ， 价 值 链 向 高 端 攀
升，实现新能源产业规模化、集
约化、可持续发展，努力推进新
能源产业一体化建设。”

（上接第1版）
——消费项目双管发力：新

型消费快速增长，招商引资积蓄
动能，民生项目扎实推进。

消费是经济的“减震器”，更
是稳经济的“压舱石”。2023 年，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684.5 亿元，同比增长 4.5%。城乡
消费品稳步增长，全市限额以上
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210.7亿元，同
比增长 2.3%。全市限额以上单位
零售额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
品 销 售 额 4.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6.1%，高于全市限额以上单位零
售额增速 13.8个百分点。

2023 年，我市努力发挥重大
项目支撑经济向上向好的“压舱
石”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全市上下积极推进招商引
资，市县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全
年招引项目 140个，总投资 1164.4
亿 元 ， 完 成 省 定 目 标 的 102% 。

“三个一批”项目开工率、投产
率、达效率均排全省前列。同
时，我市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积
蓄后劲、厚植优势的长远之策，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2023 年，
全市一批“惠民生”项目持续推
进，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投资同比增长 17.7%，居民服务和
其他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62.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
长 123.7% 。 全 市 房 屋 施 工 面 积
277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0.5%。

——经济活力不断激发：新
旧动能接续转化，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文旅市场强劲复苏。

2023 年，我市传统产业势能
再造。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炼焦行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5%，高于上
年 46.2 个百分点；全市炼焦工业
完 成 投 资 4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3%。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液压行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8%，高于上
年 15.3个百分点。

2023 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其中，
节能环保产业同比增长 1.9倍，新
能源产业同比增长 39.6%。新能源
发电完成投资 25.7 亿元，同比增
长 6.3%，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17.5
个百分点，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同步，我市文旅市场强劲复
苏。2023 年，平遥古城、王家大
院等 7 家重点景区全年累计接待
人数 1050.3 万人，同比增长 3.1
倍；门票收入 2.8亿元，同比增长
3.9 倍；旅游经营收入 3.2 亿元，
同比增长 3.4倍。伴随着数字经济
飞速发展的步伐，网络销售快速
增长。

——民生改善扎实有效：财
政金融赋能提质，居民收入稳步
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194.6 亿元，同比增长
4%。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39.5
亿元，同比增长 6.2%。其中，民
生支出 356.9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比重为 81.2%。截至 2023 年 12 月
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款 余 额 4447.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比年初增加 330.5亿元；各项
贷款余额 3012.3 亿元，同比增长
11.6%，比年初增加 313.4亿元。

在 经 济 稳 中 向 好 态 势 带 动
下，我市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23
年 全 市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1817 元，同比增长 5.4%。其中，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42877
元，同比增长 4.1%；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9681 元，同比增
长 7.5%。

2023 年，我市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3.8 万
人，超额完成省定任务。

2023年晋中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

（上接第1版）求职人员可携带个人简历等资
料参会洽谈，人才市场还将提供求职登记、
就业见习、岗位推荐、政策宣传等就业服
务。网上供求对接环节，用人单位可通过晋
中人才市场及协作单位的微信公众号、晋中
人才网发布招聘信息、就业见习岗位信息，
供求双方在晋中人才网注册后进行线上对
接交流。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

工程。扎实开展“春风行动”，是市人社部门
做好稳就业工作的重要举措。为使招聘活动
取得理想成效，市人社局提前行动，把各项准
备工作落到实处，招聘现场和晋中人才网将
不间断提供相关政策、招聘活动安排等服务
内容，滚动更新招聘就业岗位信息，促进企业
精准招聘、求职人员精准选岗，为全市稳就
业和企业招聘工作送上一份特别的新春“大
礼包”。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记者
于文静 高敬）党的十八大以来第 12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3
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提出有力有效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路线图”。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意见》，全文共六个部分，包
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

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
理水平、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

文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要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
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
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
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
段性成果。

文件提出，以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
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
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
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
农民增收举措，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
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

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建设农业
强国目标，真抓实干做好 2024年重点
工作，不折不扣完成好既定目标任
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
进展。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路线图”

和顺县奏响实干最强音和顺县奏响实干最强音
奋力夺取首季奋力夺取首季““开门红开门红””

（上接第1版）他表示，晋中历史悠
久、文化璀璨、山川秀美，是华夏文明
发祥地之一和晋商文化发源地。以
享誉全球的平遥古城、乔家大院为代
表的古城大院尽显明清时期中华文
明、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晋中是座大
学之城、青年之城。全市上下正在加
快以城校融合、产学融合、联盟创新、
创业孵化“双融双创”为支撑，全力打
造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青年与影
视携手将孕育无限可能。我们期待
大家在晋中穿越历史时空，品味古风
晋韵，用镜头讲述故事，将文化、旅
游、影视、数字、青年、创新相融，共同
打造晋中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的
新动能。

HoloXR 数字国际文商旅网络
影视基地，以打造城市“百部互联网
剧”IP 等为主要内容，通过互联网平
台建立数字产业化集群生态，是国内
首家数字文商旅消费生态体系。该
项目由综改区晋中开发区与深圳申
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是晋中市
与深圳申鲲科技有限公司优势互补、
双向融合的结果，是晋中打好大学牌
和文旅牌的积极探索。基地挂牌后，
将依托山西大学城，辐射晋中市域内
21 所高校、34.6 万名师生，以数字为
媒，实现青年与影视携手，用数字经
济集聚人气流量、用影视出圈带动文
旅扩圈，实现互利共赢，打造全省最
具创新活力的文旅产业增长点。

国内首家数字文商旅网络
影视基地项目落户我市

本报讯 （记者史俊杰）近日，榆社县工业
固废资源转化政产学研基地在山西东方红制
漆有限公司榆社分公司正式揭牌。与此同时，
太原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实习实训
基地挂牌成立。两个基地同时挂牌，集聚了科
技创新资源，推动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榆
社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榆社县工业固废资源转化政产学研基地
由山西东方红制漆有限公司和山西水务集团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基地生产的固
废基系列化环保材料是将包括电石渣、废石膏
等工业固废基体激发转化、改善性能后的一种
功能性材料，属于国内涂料行业首创，可在多
领域实现应用，将为工业固废转化建材实现变
废为宝开辟新的途径。

山西东方红集团董事长刘进科介绍，通过
与山西水务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达成战略
合作，在各院校、研究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固废
资源转化建材研究项目已取得可喜成绩。两
个基地同时挂牌，将进一步促进固废资源在转
化建材上研发出更好、更先进的新材料，在保
护环境中作出更大贡献。

太原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书记
韩建华表示，基地的成立和学校实习实训基地
的挂牌，将为双方合作共赢搭建良好平台，学
校将进一步深化和山西东方红制漆有限公司
的政产学研合作，利用学校科研优势，助力企
业产品升级换代，为榆社县进一步发展贡献高
校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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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郝贞香）为保障“两节”期
间辖区安全稳定，严防各类火灾安全事故
发生，1 月 26 日，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晋华派
出所与榆次区晋华街道办事处联合开展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各社区民警积极配合社区网
格员，发动辖区各小区物业、企事业单位、

经营场所等共同参与，加大对各小区、学
校、企事业单位、商场、餐饮及临街商铺等
重点区域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并对检查
中发现的消防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同时，强化广大居民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宣传动员居民做到电动车不入楼充电、不
飞线充电等。

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晋华派出所联合榆次区晋华街道办事处

开展“两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总是
以文化兴盛为重要标志。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关系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关系着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
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全面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
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
语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
的文化软实力”

良渚、宋韵、诗词、丹桂……携五
千年文明之光而来的杭州亚运会，以
一场东方美学盛宴深深吸引了世界
目光。

展江南韵、扬中华魂，“人文亚运”
向世界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魅力，成
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动体现。

大国发展既是硬实力的发展，也
是软实力的提升，中华文化是我们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

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再到仁者爱人、以德立
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
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
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
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
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
出来。

长城、长江、黄河等是中华民族的
重要象征；三山五岳有深厚的人文内
涵；丝绸之路反映了文明交流互鉴；陶
寺、二里头、殷墟等历史遗迹，反映着
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国
人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
生动体现，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
依托。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营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和文化精髓，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途
径，有助于向世界传递中国精神、彰显

中国价值，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
世界。

党的二十大前夕，重大文化工程
《复兴文库》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记
为这部皇皇巨著作序，勉励要“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萃取历史精
华，推动理论创新”。

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第二
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
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
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不仅要再现中华文明的本来面
目，彰显其历史价值，更要彰显其贯
穿古今的当代价值，帮助世界更好更
深入地了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
国之理。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故事，精
彩的中国需要精彩的讲述。

“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
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
有这个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
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
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
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

《流浪地球》《山海情》等影视作品
全球播映，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扬帆出
海，“中国有约”“打卡中国”等活动让
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广……

这些中国故事之所以赢得海外受
众青睐，正因为寓理于情、情理交融，
把“我们的故事”变成“世界的故事”，
生动展现全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

情感互通，才能打动人心；价值共
鸣，才能传播深远。讲好中国故事，要
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不断增
强共情感、同理心、亲和力，努力让有
温度、有深度的中国故事实现与世界
的“共情共振”。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
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
代中国之学。”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

中国文化、研究中华文明；读懂中国
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渐成国际
共识……

传播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功，是“讲
好故事”。话语的背后是思想，讲好中
国故事，要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
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让
中国故事更加生动、中国形象更加鲜
活、中华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第75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引发广泛关注。

海外人士普遍认为，这部著作有
助于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进对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的认知。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
共产党。”中国故事最精彩的主题，就
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

我们既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事实，也要展现中国共产党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
同的伟大情怀，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
宣传阐释，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
中共观、中国观。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
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的国际话语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
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
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贡献。

第五届世界媒体峰会上，《新时代
人文经济学》智库报告向全球发布。
报告总结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
中，以人民为中心、文化与经济交融互
动的发展新范式。

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
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道路、中国方案，
更加渴望了解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
践升华中国理论，需要全新的表达

方式。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就是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采
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
们想讲的”变成“受众想听的”，着力提
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
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
际舆论引导力。

2023年金秋十月，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
遇属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世
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
好”的深刻内涵。

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就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
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
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就要完
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
和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让中
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
解中国。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
语就要挨骂。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
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掌握了话语的主导权，就掌握了
中国道路的定义权、中国精神的阐释
权、中国形象的塑造权，从而占据文化
传播和舆论斗争的制高点。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学科体系、价值体系、美学体系，加强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打造具有强
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
流新型主流媒体，努力形成同我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
语权，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

一个大国发展兴盛，必然要求文
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实现软实力和硬
实力相得益彰。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
文化条件，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谱写
民族复兴新华章。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
史竞男、杨湛菲、王明玉）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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