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平遥县用力打好“文旅牌”，依托古城文
化辐射带动全县文旅产业不断升级，用活“晋商故里”金
字招牌，全面打造以平遥为轴心的晋商文化圈百公里百
科全书“双百”工程。

打好“文旅牌”，文化保护是基石。今年，平遥县 5
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项目如期推进，截至目
前，1处基本完工、2处完成75%、1处完成80%、1处完成
90%；《平遥县域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基本完成，为全
县文物基础性保护、科学有效展示利用奠定了基础。此
外，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克服困难，全力推进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进入实地调查阶段，目前已完成普查200余处；
与太原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立产学研合
作关系，共建“平遥古城岩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平遥
古城不可移动文物监测保护技术研究中心”取得重要进
展；持续加强票号文化研究展示，依托票号文化研究中心
推出票号汇览系列丛书，利用微信公众号“日昇昌票号旧
址”等发布票号文化内容。

打好“文旅牌”，非遗传承是延续。平遥纱阁戏人、
冠云平遥牛肉传统加工技艺、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犹如珍珠般，让平遥这座古城更加
璀璨。今年以来，平遥县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
选派省级传承人参加在浙江大学举办的2024年晋中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培训
班，开展了2024年度省级乡村工匠推荐认定的申报工
作，共41名手艺人参加。加强非遗工坊规范性建设，
认定了平遥县辉苑亨漆器厂、山西省平遥牛肉集团有
限公司、平遥县宝荣食品有限公司为第一批非遗工坊，
鼓励全县非遗项目参与手工业作坊、制作展示、研学体
验、文创研发、产品销售为一体的非遗小镇打造。经过
努力，平遥牛肉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山西省非遗与旅游深
度融合典型案例，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家
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此外，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国际电影展、
平遥中国年等文化品牌，培育了焕真科技馆、汉服
体验馆、3D 灯光秀、古城低空游览等文旅融合新
业态。从当地美食到“国际盛会”，从乡风古韵到
热门“打卡地”，平遥县依托文旅产业“特色牌”，
坚持绘好“文旅+”蓝图。今年 1 至 10 月，平遥
古城累计接待 563 万人，景点共接待 210 万
人；门票收入 1.26 亿元，文旅产业持续保持
良性运营态势。

全力打好文旅产业“特色牌”

这里古城巍峨，处处洋溢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传统文
化与现代生活和谐共融；这里欣欣向荣，各行各业百花齐
放，书写着转型发展的新篇章；这里百姓安居乐业，一幅
幅温馨和睦的生活画卷缓缓铺展；这里文化昌盛，非遗
传承千年不息，在古今交融间历史脉搏怦怦跳动……

身处古砖青瓦间，平遥城好似一颗璀璨的文化明
珠镶嵌在晋中大地上，处处写满了新的故事：聚焦加快
擘画“平遥新图景”的目标，平遥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实施市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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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把全面保护好平遥古城历史文化遗
产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主线，把握好古城与新
城规划、生态建设、转型发展的关系，不断提升平遥古
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加快打造国际知名文
化旅游目的地，在我市转型在前列中勇争一流，为文化
强省、文化强国建设作出平遥贡献”的部署要求，以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昂扬状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新发展 共富共享绘就幸福图景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是一道时代命
题。平遥县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完善民生服务保障机制，让百姓安居乐业。

奋起直追，经济活力更足——
12月4日，走进散发着浓郁肉香的山西省平遥牛肉集团有限公司，一

个个包装精美、香味四溢的产品新鲜出炉。“在传统工艺基础上，今年我们
成功推出了冠云散牛肉新装。”平遥牛肉传统加工技艺第七代传承人吴淼
吉告诉记者，“冠云散牛肉新装突破了以往散牛肉只有 10天保质期的短
处，采用低温灭菌技术，0℃-4℃储存条件下保质期延长至 45天，能够保
证散牛肉不软不烂。”在新发展浪潮中，该公司写下了今年1至9月上缴税
金7000余万元的亮眼成绩。

近年来，平遥煤化集团以绿色为笔，着力打造了省重点工程项目——
6.25米捣固型焦化升级改造项目。改造项目总投资约40亿元，核准产能
194万吨/年。项目建成后，年减少烟尘排放2500吨、二氧化硫2400吨、氮
氧化物735吨，实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增反降”的效果。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28.65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9.37亿元。

情深意笃，民生保障更暖——
12月5日，记者来到平遥县朱坑乡朱坑村，在一户农家小院中见到了77

岁的村民宋肇政，因为腿脚不便，他曾经连上下床都非常困难。“自从进行了
家庭适老化改造，县里和村里为我送来了行走架和拐杖，走路、出门都方便不

少。”宋肇政笑着说道。一年来，平遥县民政局将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
事，目前全县已有近2000户家庭的老年人享受到了便利。此外，平遥县聚力“峰岩社区幸福养老工
程”“照料中心提档升级项目”等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一年来，平遥县全面落实“双减”政策，建构“自主课
程+共享课程”课后服务体系，引深序列德育、校园文化、特色社团等系列活动，丰富学校育人文
化。目前，全县储备县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4个，培育平遥古城和唐都推光漆艺博物馆2个国家
级研学实践基地，为学生多元发展拓展资源、搭建平台。

守正创新 美美与共构筑精神家园

一城载古今，一步阅千年。依托平遥古城 IP，平遥县增强文化自信，大力发展“文旅+”产
业，让历史的光芒熠熠生辉。

与时俱进，增进文化认同——
12 月 4 日，记者走进双林寺，“天命人”的探索热情仍在持续。在现场，大热游戏《黑神

话：悟空》曾取景的菩萨殿、天王殿、千佛殿人满为患，二十六手观音像、四大天王像等古像精
美绝伦，让游客赞不绝口。厚重的历史底蕴、精致的彩塑艺术与中国传统神话形象相结合，
让更多的游戏爱好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拥有了情怀的“归宿”。前三季度，共有约 40万游客
来此参观。

立德树人离不开文化认同。记者在平遥县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学生在课后托管班学习中医
文化，聆听中医知识科普。记者了解到，平遥县中医院派遣多名资深医生，在该校开辟了中医基
础理论、中药文化学、中医经络学、健康养生等课程，用中医药文化护苗培根，弘扬中医药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深度融合，打造文旅名城——
近年来，平遥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游在古城、住在古村”全域旅游发展理念，

在平遥县岳壁乡梁村打造了“平遥源·怡然欢乐谷”项目，包括露营基地、非遗小镇、平遥源 · 稻
田公园等娱乐项目。

12月3日，走进平遥源·稻田公园，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公园自建成以来就非常火爆，仅
观光小火车年收入可达5万余元。”平遥县梁村党总支书记安保贵告诉记者，平遥源·稻田公园是平
遥城乡融合公司和梁村共同打造的特色农业观光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旅发展的点睛之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遥推光漆器历史悠久，是
中国四大名漆器之一。其中，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久负盛名。12月5日，记者在该公司展
览厅看到，各类推光漆器产品琳琅满目。“我们的推光漆器髹饰技艺融合国内平磨螺钿、骨石镶嵌、

剔犀云雕，经裱布刮灰、手掌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作而成，手感温润。”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有
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如今，在文旅产业的助推下，该企业已成为集生产销售、展览收藏、旅

游观赏于一体的多功能推光漆器文化产业创意园区，吸引着不少游客。
潮平岸阔帆正劲，乘势开拓谱新篇。平遥县正乘着时代东风破浪

前行，在改革浪潮中不断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进位争先集聚
新动能，续写平遥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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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前三季度，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02.13亿

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28.65亿元；固定资产
投资累计完成29.37亿元。锚定文旅赋能核心定位，着力
发展新兴旅游产业。

农业：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工作开展以来，平遥
县33个精品示范村和41个综合治理村村集体经济稳步
增长。前三季度 33 个精品示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平
均达到 97.96万元；41 个综合治理村村集体经济收入
平均达到38.26万元。

文旅：截至10月31日，平遥古城共接待
游客5633568人，景点共接待2102434人，门
票收入 126464299.89元。

图①：平遥古城游人如织。
图②：双林寺韦陀像。
图③:《又见平遥》大型情境剧。
图④:平遥推光漆器制作。
图⑤:平遥古城迎薰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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