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载体，也是最
为宝贵的资源。今年以来，寿阳县切
实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最大限度服务支持企业发展。

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肯德基、瑞幸咖啡、茶百
道、赵一鸣等一批知名三产企业落地寿阳，瑞
幸咖啡开业前网络上的呼声随处可见，开业后
更是成为寿阳青年的热门“打卡”地之一，掀起
了一股时尚消费热潮，让城市更加 City。门店
店长赵婷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忙，她说：“店
铺从选址、注册、落地，相关部门都给予了大力
支持。以前，审批需先到相关部门领取各种表

格，填好后连同相关证件及申报材料再一起提
交办理，材料复杂、过程烦琐，非常费时。现
在，全程电子化办理，不用到窗口提交任何书
面资料就能办好营业执照，真是为我们解决了
现实需求。开业后，店铺生意也非常好，每天
能卖将近 500 杯，月销售额基本稳定在 16万元
左右，这都得益于政府为企业个体分忧，希望
寿阳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在朝阳镇闫家坪村的“七星玲珑鱼菜共生”
试验点，成群的鱼儿在池中泛起涟漪，青翠的
水培蔬菜长势喜人。工人穿梭其间，投喂鱼
食、采摘蔬菜。“七星玲珑鱼菜共生”试验点，

充分利用现有闲置农业设施提高收益率，创
新复合耕作体系，通过利用鱼类与蔬菜的共
生互补，将水产养殖与蔬菜种植有机结合，实
现水和有机排泄物的循环利用，构建起“养鱼
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资源可循环利用”的绿
色高效健康的综合种养模式。

闫家坪村党组织书记王培富介绍，现在已
经建设了2个大棚，当前投入鱼苗5.4万斤，减少
了养殖尾水的排放量和种植肥料的使用量，预
计收入可达 76万元。他表示，科技创新为乡村
产业发展带来可观收益，县农业局、朝阳镇党委
高度重视，制定出台扶持政策，鼓励以科技带动
村级产业发展，推动试验点有更好的成长发展
空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活力。下一步，将再
投资 300万元，待项目正式运营后，实现年产活
鱼8万斤、蔬菜1万斤，切实增加村集体收入，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

良好营商环境 丰富消费场景 初冬时节，走进太晋一
体化寿阳（平头）融合发展区
钢筋数字化加工基地，工人
们正在操作自动化装置加工
钢筋部件，当前生产的这批
小导管，将会用于青银二广
高速公路太原联络线隧道的
建设。

“钢筋数字化加工基地
和传统钢材加工厂相比，人员投入减少
近 60%，钢材损耗率降低 50%以上，机械
自动化程度达到了95%。”山西路桥青银
二广高速公路太原联络线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鸿俊介绍。

为什么要选择寿阳县平头镇作为产
业融合及经济发展的“黄金区”呢？

平头镇地处太原市、晋中市的交界
地带，与太原市阳曲县隔山相望，可谓是

“一镇连两城”，区位优势十分独特。

去年12月，青银二广高速太原联络
线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寿阳县举行，标
志着太晋一体化战略彻底进入新阶段，
寿阳县进入了“太原半小时经济圈”。

便捷畅达的路网交通，带动的是项
目产业的深度对接。

今年年初，美宜佳山西物流中心在
太晋一体化寿阳（平头）融合发展区安
家落户。企业负责人李美表示，平头镇
交通区位优势突出，园区也将智慧物流
作为主要的发展业态，与企业的需求十
分契合，可以说这是一次双向奔赴。

热潮涌动，奋进不止。太晋一体
化寿阳（平头）融合发展区将交通智慧
物流百亿产业园区作为发展的主引
擎、主战场，紧紧围绕智慧物流和数字
经济两大主题，致力建设辐射华北地
区的物流集散中心和中部地区数字算
力应用中心，助力县域经济蓄势腾飞。

融合区掀起奋进新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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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县百个重
点 项 目 总 投 资

735.8亿元，前三季

度带动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47.5亿元。

用 160多天时

间 新 建 改 建 道 路

170多公里，创造了

一天一公里的“寿阳
速度”。

秋粮产量预计

超过7.4亿斤，稳

居全省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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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建设为支撑
打造县域发展新引擎

厂房鳞次栉比、机器高速运转……11
月 28 日，记者来到山西强伟纸业有限公
司，工业经济强劲发展的气息扑面而来。

经济发展靠产业，产业支撑靠项
目。今年以来，寿阳县以“三区一基地”
为平台，围绕“3+2”产业园区发展，做大
智慧物流、环保造纸、高端装备制造、新
能源、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优势产业，
从产业类、基础设施类、民生类深度谋划
符合县域实际的项目动态储备库，确定
了总投资 735 亿元、271 个项目的总盘
子，撑起寿阳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寿阳坚持质量与数量并重、部门与企
业联动，推动全县经济持续稳定向好，经济
增速连续3年位居全市前列，创造了‘寿阳
速度’。在服务项目发展中，充分发挥党建
领航‘1881’平台考核激励作用，重点推动
010铁路南移、中储粮产业园、平头融合区

污水处理厂、平头镇鹿泉驿站、太晋融合区
实验学校等 17 个项目开工建设。”寿阳县
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副局长李俊说道。

项目顺利落地，企业蓬勃发展的背
后，离不开一流营商环境的支持。寿阳
县在政企沟通“直通车”上下功夫，探索
建立了“工商联出卷、县委政府答卷、企
业家阅卷”的“以月答卷”机制，构建“企
业有诉求通道、政府有解决方案、落实有
责任主体、工作有实效评估”的服务企业
闭环体系，有效回应解决了一大批企业诉
求。此外，创优融资环境、法治环境和市
场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
等方面为企业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给企
业创造充足的市场空间，让企业家心无旁
骛安心投资、顺心办事、舒心创业。

以乡村振兴为抓手
绘就山水宜居新画卷

从垃圾清理、行道修整，再到立面整
治、牌匾美化，南燕竹镇南燕竹村村容村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处处彰显着洁、绿、
亮、美。

平舒乡龙门河村对村中 11个古院落
进行修缮，让龙门河村重现古村风韵。同
时，推出龙门客栈、龙门小院、龙门休闲农
业体验园，打造以精品民宿为核心，集教
育、文化、休闲于一体的龙门旅游乡村。

平头镇黑水村依托“山、田、林、文”
等多重优势，建设邢俊勤艺术馆与写生
基地、“寿”文化品牌矿泉水厂、“傩”文
化情景剧场、中医养生馆、非遗小院等，
将寿文化、非遗文化与旅游“联姻”。

今年以来，寿阳县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引深“三治三建三评”工
作，确定以 216 省道和 307 国道为轴线，
打造南燕竹村、黑水村、龙门河村三个

“燃爆点”，建设“一点一特色、一路一风
景”的乡村振兴百里精品示范廊带，以点
带面逐步铺开，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
韵、一村一景”，最终带动“百村争鸣”“百
村并进”。

“黑水村目前规划了 7 处非遗小院。
由村民提供场地，项目盈利后与村民按比
例分红，在不影响小院主人起居生活的前
提下，带动村民增收，这种模式很受欢
迎。”黑水村党支部书记杨晓明介绍。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乡村
实现诗意蝶变，这样的故事在寿川俯拾
皆是。

当前，全县 260 个环境整治村组、57
个提档升级村组、8个精品示范村组全部
验收通过。累计发动群众 2.5万人（次），

“六乱”“四堆”整治 9600余处，打造“微景
观”等节点 46 余处，绿化 48.4 万平方米，
供热接通 5690户，清理河道 97.5公里，立
面整治 11.9 万平方米，“产兴景美民和”
的美好愿景正成为可见可及的实景。

以基层减负为导向
激发干事创业新活力

近日，高家坡村网格员王美琴在巡
查时发现，村里街道的路灯出现了故
障。当下，她就打开手机，一键报送给了
县级行政执法一体化指挥平台。接到王
美琴的线索之后，平台立即组织调度相
关部门对路灯进行了检修，不到 24 小时
故障就得到了解决。王美琴告诉记者，
以前遇上这些事情，都是直接报给村委
会，村委会如果解决不了，就一直搁置，
现在直接上报给平台，平台根据具体事
务派单给相关部门解决，既精准又及时。

这是寿阳县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
大车”突出问题的一个生动缩影，今年，
该县升级行政执法一体化指挥平台，汇
接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网格化管理平台
和执法平台等 16个端口，指挥调配县、乡
两级综合执法队伍和网格员队伍，畅通与
39个部门的线上线下对接渠道，建立信息
筛选、会商研判、分层派单、节点督办、精
准考核的“五三一”管控模式，以数智结合
破解“多头派单”问题。

同时，为进一步有效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寿阳县由 20 多个主管部门
单独考核变为县委统一组织考核，乡镇考
核指标从188项精简优化为26项，县直单
位考核指标从 347 项精简优化为最多 33
项、最少 18 项。分解了“数据牵引·整体
智治”的集成性改革 31项任务，将影响发
展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效能
清单”，有效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让
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后顾无忧。

恒阳社区党总支书记赵海龙告诉记
者：“基层减负真正让大家从高负荷的行
政事务中脱身，精准回归为民服务。我们
还打造了具有恒阳特色的‘1533’党群服
务圈，让居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如今的寿阳，以“勇争先”的心态和
“在路上”的状态，实现了经济大县之变、
民生品质之变、社会氛围之变、干部作风
之变，彰显着促改革、激活力的良好成
效，澎湃着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书写
着奋进展翅的崭新篇章。

聚焦发展使命 寿川勇当排头
这是一座活力迸发、豪情满

怀的城市，栉风沐雨镌刻奋斗足
迹；这是一座底蕴深厚、梦想飞扬
的城市，奋勇前行谱写为民乐章。

近年来，寿阳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市委

“156”战略举措，在市委、市政府
坚强领导下，深入落实市委书记
常书铭“充分挖掘和发挥比较优
势，进一步补齐短板、开创新局，
全力做大做强县域经济，争当高
质量发展排头兵”的部署要求，
聚焦省、市赋予的打造山西中部
城市群重要节点，争创破解基层
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示
范点，担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试点三大使命任务，打好“五张
牌”，在加速奔跑中争先进位，在
加压奋斗中开创新局，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寿阳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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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

图①：奥泰集团自主研发的智能掘进机
图②：景尚乡贾豹村玉米种植示范区
图③：美宜佳山西公司物流中心
图④：山西交控路桥集团青银二广高速公路太

原联络线智慧梁场
图⑤：寿阳县行政执法指挥中心信息大屏
图⑥：南燕竹镇燕州小镇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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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寿阳一产
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幅均位居全市第一。

①①

⑥⑥

近年来，国土

绿 化 面 积 新增
35.3万亩，森林

覆盖率取得历史
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