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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春秋作序，文脉绵长，1.64万平方公
里土地上，华夏文明璀璨如光，晋商文化享誉
世界，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晋中，资源禀赋，厚土生辉，大院深宅镌刻
金融传奇，52家A级景区星罗棋布，5539处文
物从沉睡中苏醒。

晋中，品牌闪耀，星辰可期，“怡然见晋中”
城市文旅IP扬帆，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三块“国字号”招牌映照高质量发
展的蓬勃生机……

2022 年 1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莅临我
市考察调研。他来到平遥古城，自迎薰门步行
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全貌。总书记指出，历史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
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
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
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
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
的宝贵财富。

晋中牢记领袖嘱托，坚定文化自信，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市上下锚定市委“156”
战略举措，坚定不移打好“文旅牌”，以实施“双
百工程”、实现“双千目标”为牵引，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六要素全链条，涵养生态、丰富业
态、完善形态，用心用情擦亮“怡然见晋中”城
市文旅品牌，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之路。

空山新雨濯重檐
—— 晋中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绘就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本报记者 闫晓媛

资源禀赋 厚土生辉

璀璨之晋中，有独步华夏的古建遗存，有异彩纷呈的人文盛
景，有诚信进取的晋商文化。在这里，可以寻访文明踪迹、感悟历
史沧桑，可以触摸时代脉搏、激发奋进力量。

质朴老街，悠悠百年。走进平遥古城，清朝道光年间创办的日
昇昌票号依然瞩目，“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晋商驼铃声在耳边
回荡，穿越五代风云的镇国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双林寺，借力
游戏《黑神话：悟空》，惊艳于世。

在灰色调为主的千年古城，流光溢彩的漆器相当吸睛。在平
遥古城外一处静谧的漆艺工作室，年近五旬的刘金海俯身于一方
未完成的漆器茶盘前，一手托着盛满金粉的画盘，一手执着特制的
描金笔，笔尖轻点漆面，一道纤细的金线便如游龙般在乌漆上蜿蜒
生长……随着笔触划过漆面的声音缓缓回响，这门古老技艺传承
千年鲜活如昨。

如果说丰富完整的历史遗存是平遥古城扬名于世的根基，博
大精深的文化积淀则是其生生不息的灵魂，推光漆器与平遥牛肉、
老陈醋等特色文化一道，共同构成平遥这座千年古城的文明肌理。

我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编
制平遥古城保护提升规划，高标准修订《平遥古城保护性详细规

划》，持续开展古城“立面、街面、天面”整治，保护好平遥古城的传
统格局、历史风貌和文化遗存，力求擦亮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
品牌。

光影交错间，这座东方古城，打开一扇扇崭新的大门，自信地
走向世界、拥抱世界。

有人说，介休张壁古堡是“被历史遗忘的聚宝盆”，也是中国北
方古村落的“活化石”。来到此处，仿佛穿越了时空，坐落在沟壑之
中的古村落，地上是坚固的古堡，地下则是神秘的暗道，古堡的建
造融合中国古老的卦象星宿玄学，每一砖一瓦都透露出历史的
厚重。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军事地道资源，张壁古堡开发
出以古代屯兵场所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研学课程，打造了《沉睡的

古堡》沉浸式探险之
旅，游客戴上 VR 眼
镜就能穿越时空，与
古堡的历史场景亲
密接触，还可以住古
堡 民 宿 ，在 沟 谷 骑
行。古与今相互碰
撞，让这座千年古堡
焕然新生。

晋中，作为华夏
文明的璀璨腹地，坐
拥着极其丰富且价

值非凡的文物古迹

与古建筑遗存，全市

拥有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17个、中国传统

村落90个、不可移动

文物 5539处，其中包
括 69 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古城、大院、老

街……这些文物古建在岁月中演化沉淀，成为了晋中历久弥新的
文化遗存。面对沉甸甸的历史馈赠，我市始终将文物保护开发利
用置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民族精神根脉的战略高度。

从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整体性保护，到乔家大院、王家大
院等晋商巨贾宅院的活化利用；从双林寺、镇国寺等宗教建筑的彩
塑壁画科技保护，到散落乡间的古村落、古戏台、古民居的日常性
守护，我市逐步构建起“点面结合、重点突出、预防为主、抢救与利
用并重”的保护管理体系。

在实践中，我市不仅注重文物本体的“延年益寿”，更积极探索
数字化保护、预防性保护、文旅融合等创新路径，努力实现文化遗
产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创新融合 破壁出圈

活力之晋中，按照市委“156”战略举措，深化改革创新，重磅打
造“怡然见晋中”城市文旅品牌，推出“文旅+”“+文旅”九大业态群
落、三大主题线路，打造全域文旅品牌矩阵，以期激活晋中丰富的
山水人文资源。

不夜的平遥古城里，《又见平遥》剧场正以灯光为笔、夜色为
卷，泼墨挥毫出一幅撼动人心的晋商史诗。观众走在实景搭建的
繁华大街，票号、染坊、私塾、绣坊、当铺应有尽有，徒弟正被师傅教
导、票号伙计清点银两、小贩热情售卖鸡毛掸子……每个人都能触
发不同的剧情，体验不一样的古城生活场景。

夏日的太行山，微风轻拂，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中国北方国际
写生基地，盛景如约而至，泽城、桐峪、老井三大写生片区，均已迎
来众多学子的入住。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们，怀揣着对艺术和人
文的热爱，齐聚这片热土，探寻创作的灵感，寻求心灵的归宿。

作为晋商故里和晋商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晋中拥有文化遗产、
文物古迹、自然风光三类资源，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三块“国字号”招
牌，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太行山水艺术之旅、休闲度假美食之旅三
大旅游产品。

历史韵味之悠长、文物古迹之厚重、山水风光之迷人，远超你
的想象。

细细数过，平遥“一城两寺”（平遥古城、双林寺、镇国寺）是世
界文化遗产，平遥、祁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太谷、介休是山西省
历史文化名城，灵石静升镇、寿阳宗艾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全市拥有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 24处；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左权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昔阳特
色民俗街区、和顺南天池、榆社云竹湖、寿阳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一批特色景区。

当千年古韵与现代文旅碰撞，晋中以“融合”为本，以“怡然”为
魂，从“单一业态”到“全域消费链”，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

依托AR、VR等科技发展成果，我市将静态的历史资源转化
为动态的文旅体验。平遥古城通过3D灯光秀、《又见平遥》实景演
出等创新项目，让游客穿越古今，旅游接待量屡创新高。左权县推
出的民族歌舞剧《烽火家书》在全国巡演。祁县打造的“王维水墨
小镇”将传统文化与艺术创作深度融合，诵读唐诗、对话王维、体验
汉服等一系列特色项目，让静态的名人文化、晋商文化等文化遗产
活跃起来。寿阳燕州小镇现代农业观光园内，网红步道、燕州湖、
主题稻草景观点缀其中，休闲农场、草莓大棚、彩虹滑道与自然风
光相互映衬，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山间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

春节期间，我市以“欢乐过大年”为主题，推出了涵盖传统民
俗、冰雪运动、文博展览、非遗体验等多个领域的 300余项文旅活
动。热闹社火迎新春、古城大院庆新春、灿烂花灯耀新春、数字体
验炫新春、十台大戏闹新春等十大活动，全方位增强文旅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此外，我市依托古城大院独有的优势资源，把“四城六院”周边
的古村链接起来，拓展内涵、丰富业态，让游客“游在古城、住在古
村”。同时，积极打造亲民活动，以“赛事+旅游”“展会+旅游”“演
唱会+旅游”“群众文化活动+旅游”“影视剧拍摄+旅游”等方式引
流，以层出不穷的创意持续“燃动”文旅市场。

全季织锦 未来已至

怡然之晋中，从不拘于一季一时，山川形胜，四时分明，每一季
都铺陈开一幅独具韵味、动人心魄的画卷。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市坚定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深挖自
然与人文禀赋，精心策划、匠心打造，彻底打破“旅游淡旺季”的桎
梏，让“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盛景，成为 365天吸
引八方游客的“流量密码”，书写着“全域可游、全季皆游、全龄畅
游”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春日，花海如潮，唤醒沉睡的田园。

当料峭春寒渐退，祁县古县镇万顷梨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
为游客演绎了一场十里春风不如“梨”的醉人美景，吸引了八方游
客前来踏春赏花。洁如玉、白如雪的梨花，一簇簇一串
串缀在枝头，如团团云雾，缥缈轻柔，游客置身
其中，采撷春光，或拍照留念、或嬉戏踏
春，赏春景的人同时也成了春景，人在
景中走，宛若画中游。

油菜花海的惊喜藏于榆次
什贴古镇，金黄浪潮间，古镇
斑驳的城墙与花田构成天
然画框，穿着蜡染布衫的
老匠人现场演示古法榨
油，阵阵油菜花香中，
还能品尝到现做的油
菜花饼，味觉与视觉
共享春日馈赠。

夏 日 ，绿 荫 避
暑 ，纵 情 山 水 的
清凉。

盛夏时节，当城
市热浪滚滚，海拔高
达 2566 米的介休绵
山便成为天然的“中
央空调”，云雾缭绕之
时，漫步于绵山栈道之
上，恍若穿行于仙境云海
之间。夜间，入住悬崖上的
宾馆，打开窗户，外面是悬崖
峭壁，抬头仰望，月亮星星举手
可得。

碧波万顷的榆社云竹湖是晋中的
“蓝色明珠”，夏日里，这里化身为水上运动
乐园，水上摩托艇浪花飞溅，湖畔孩子们笑声不
断，钓鱼爱好者静待收获。夜幕降临，星空帐篷酒店亮起
点点灯光，游客们围坐在篝火旁烧烤、唱歌，流星不时划过天际。

昔阳南郝峪村这个深山古村，正在褪去青涩，成为人们慢享时
光的小众打卡地。穿村而过的小河可供游客戏水、钓鱼，山梁上的
老窑洞住得舒心，还能跟隔壁晒玉米的大娘唠家常，村里的小巷蜿
蜒曲折，老树昏鸦看夕阳西下。

秋日，层林尽染，尽享自然的盛宴。
金秋十月，灵石红崖峡谷植被色彩呈现出令人惊叹的渐变，金

黄、橙红、深褐、墨绿层层晕染，犹如一幅泼墨重彩的油画，这里
集险、秀、雄、奇、幽于一体，天成胜境，是徒步和摄影爱好者
的天堂。

距离市城区较近的榆次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是
市民秋游登高的热门选择，群山叠嶂，奇峰毓秀，山
上乔木灌木及其他植物多达330余种，为乌金山提
供了一个天然的氧吧。

如果有幸来到和顺南天池村，一定会被这里
所深深吸引，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清洌可见的天
池水、古色古香的魅力村落……美丽农家与远山
青黛相映成画，宛若仙境。

冬日，冰火交融，解锁别样的激情。
无滑雪，不冬天。若问寒冷冬季里，充

满活力、独具魅力的体育运动是什么？那一
定是冰雪运动。晋中拥有全省最集中最丰
富的冰雪运动场所，九龙、李宁、五龙、凤麒
等滑雪场共计40条滑道，70余万平方米冰雪
面积，为怡然晋中注入冬日独有的魅力和
浪漫。

作为省内规模宏大、设施完备、雪道品质
上乘的专业滑雪场之一，太谷梅苑南山滑雪场
无疑是滑雪爱好者的理想之选；位于榆次乌金
山镇河口村的凤麒庄园滑雪场，配备了目前先进
的滑雪运载工具——魔毯；灵石石膏山滑雪场精心
规划雪圈道、初级道和中级道3条雪道，确保游客能够
享受到优质的滑雪体验。

以山水为笔、以文化为魂、以四季为色，晋中擘画出一幅
“淡季不淡、旺季更旺、全季皆火”的文旅融合新图景。这不仅是
对自然禀赋的充分利用，更是对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让每一
寸土地都焕发生机，让每一季时光都充满期待，让每一位游客都乘兴
而来、尽兴而归。

牢记殷殷嘱托，实干践行使命，晋中，正以其不可复制的魅力，
持续释放着强大的“引流”磁场，谱写着文旅融合、富民兴业的华美
乐章。

榆社县云竹湖榆社县云竹湖 。。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王卉雅王卉雅 摄摄

▲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
地东安山写生点。

本报通讯员 邢兰富 摄

▲▲平遥古城南门城楼平遥古城南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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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休市张壁古堡。 本报记者 史曼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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