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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之北，省城之东，山名乌

金。诸峰连翠，秀色逶迤；屏护“双

城”，襟带潇汾。古设鸣谦驿，联络

秦蜀三千里；明置鸣谦乡，治理一

方五百年。鸣谦者，《周易》“鸣谦

贞吉，中心得也”，谓“大者不可以

盈，故受之以谦”也。

己亥之春（公元二○二○年），

万象更新。晋中市委践行“两山”

理论，山水林田湖草路综合施治，

环城旅游绿道一年成“带”。康养

小镇、森林公园、黄土农言、凤栖

镜湖、百草绿坡与迷人潇河一路

链接；高校新区、智创新城、职教

新港、榆次老城与省城太原一环

成圈。

山不在高，有阁则灵。察其形

势，择其祥地，背螺山、环绿道，南

瞻涧水、北望罕峰，于辛丑之夏（公

元二○二一年），筑阁其上，再曰

“鸣谦”。

观斯阁也，扼北山之要冲，踞

绿道之灵脉；岿然而灵动，卓然而

不群。仰观上出重霄，俯视下临平

畴。周有绿树环绕，摇曳阁影婆

娑；风吹铃铛和鸣，雨洒一帘幽

梦。青础托宝阁凌空，朱柱映蓝天

碧瓦。春召烟景，夏逢时雨，秋迎

瑞穗，冬临雪嶂。四时之气皆备，

万象之形无疆。

登斯阁也，但见“五水”出山，

景色如画；晋中沃野，阡陌纵横；太

行巍峨，峰峦叠嶂；城镇星列，村落

俨然；万千气象，尽收眼底；画意诗

情，文章锦绣。至于迁客骚人，迎

曦邀月，长啸清咏；三五好友，把盏

临空，快意人生。

想斯阁也，鸣于盛世，谦于形

制；美在寓意，乐在山水。至于家

国情怀之寄，人文化成之美，建功

立业之启，更在斯阁之上也！

公元二○二一年七月

公元二○二○年，晋中牢记

领袖嘱托，高举金字招牌，再下

公路建设“先手棋”，建管护营

“四好”并举，旅游公路捷报频

传；又唱生态旅游“大风歌”，山

水林田湖草路一体推进，“四带

三湖八河流”综合施治；续写太

原晋中“双城记”，环城旅游绿道

一年成“带”，铺就绿水青山生态

路、乡村振兴富民路、引才聚智

开放路。

一路贯穿，精彩无限。康

养小镇，废旧矿山变生态山庄；

古村西沟，金叶成谷映土墙石

瓦；和合禅寺，暮鼓晨钟访寒山

拾得；鸣谦宝塔，拈花一笑悟佛

道禅机；七星楼台，极目远眺望

晴空一鹤。松涛过处，山涧鸟

鸣唱和浅底鱼翔；笑声起时，摩

天巨轮放飞少年快乐。凤栖湖

边，杨柳依依；白龙黄土，溪潺

峡幽；古朴小寨，官道西风；后

沟新村，路通民富；百草坡上，

万千气象；职教新港，拔地而

起；高校新区，人才高地；榆次

老城，古风俨然；潇河两岸，花

团锦簇。阅尽太行秀色，国省

县乡道路纵横，天堑变通途；放

眼汾河平原，高速高铁南来北

往，三晋连世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路在

脚下，诗在远方。未来晋中，业

态与生态集成、文化与旅游耦

合、强市与富民同进，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蹚出转型

新路。

值此环城绿道竣工通车之

际，以此文记之。

公元二○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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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葳蕤焕发勃勃生机，百果结子呈现万千气象。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书记林武调研晋中讲

话和指示精神，矢志不移开启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关键节点上，7

月13日，全省“四好农村路”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建设工作推进现场会召开，

会议分现场观摩和电视电话会议两部分。在当天上午进行的现场观摩活动

中，省政府副秘书长梁敬华，省文旅厅厅长王爱琴，省乡村振兴局局长张玉宏

等领导莅临我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常书铭，市委常委、榆次区委书记王兵，副

市长郝向明，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连建华出席，省直相关部门及太原

市、大同市等10个市的相关负责人齐聚晋中。与会人员共步太行一号·晋中

环城旅游绿道，实地感悟山水人文、车行景移的动态景观，深切感受生态优先、

宜居宜业的无穷魅力，共同检阅晋中“四好农村路”建设交出的时代答卷。

实施“四好农村路”、推进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建设，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推动全域旅游示范、促进乡

村振兴、加快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以“保双通”

为使命，以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建设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推动农村

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协调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

近年来，晋中市委、市政府将“四好农村路”和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建设作为

“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和全域旅游示范

的“先行棋”，创新机制，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形成了“外通内联、畅乡通村、班

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出行难、农产品运输

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为决胜“两个全面”、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交通运输保障。

太行一号·晋中环城旅游绿道是我市“四好农村路”暨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建

设的一张名片，她源于自然，顺应自然，城景通、景景通、快进慢游相辅相成，堪称

意蕴天成的佳作。太行一号·晋中环城绿道是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的决策部署，实施“四带四湖八河流”生

态修复治理的重要举措。她立足晋中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大盘，加强交旅融合发

展，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环城绿道呈C型布线，采用EPC方式实施，总投资15

亿元。起于龙城东大街河口村，止于农谷大道与潇河四期交汇点，全长135公

里，串连小西沟康养小镇、和合寺、乌金山森林公园、凤栖湖、白龙谷、黄土农言示

范区、榆次老城、百里潇河生态产业区等16个山水田林湖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点，并和太原东山旅游区相连接。在实施道路工程的同时，对沿线周边山体进

行绿化提升，进一步修复了自然生态，恢复了自然风貌。她横贯北罕山之阳的

乌金山脉，穿越保留完整地貌的黄土大峡谷，连接晋中的母亲河潇河，自然风

貌变幻万千，各类景观焕彩多姿。

沿环城旅游绿道行进，晋中清心北山门户区、旅游休闲度假区、山川形胜

风貌区、锦绣榆次人文区、百里潇河观赏区、生态农谷迎宾区等六大区宛如卷

轴徐徐展开。现场观摩的四个经停点像一粒粒珍珠镶嵌在绿色的珠链上。

小西沟文旅小镇位于太原、晋中同城旅游的“黄金门户”区域，是我省文旅

康养产业重点项目，统揽乡村振兴、矿山治理、荒山绿化、旅游扶贫、文化旅游、

中医药康养和双创基地等主题，将文旅与康养产业有机结合，未来这里将会朝

着全国交通+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标杆奋进。观摩人员连连称赞，认为这是

“用实绩实效践行‘两山’理念，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榆次区乌金山镇后沟村则是一个“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美”的缩

影。该村充分利用位于环城旅游绿道核心区的交通优势，凭借天地祥和蓝莓

庄园流转土地350余亩，建有温室7套、拱棚70套，种植蓝莓130亩，樱桃60

亩，苹果、草莓、桃、梨、杏、软枣、猕猴桃、盆栽果树等100余亩。已成为集科技

示范，休闲采摘、观光旅游、科普教育为一体，“生产生态协调，休闲观光结合”

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黄土言古今，白龙惊世殊。白龙谷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全长1.7公里，

是千沟万壑黄土地貌的典型代表，也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天然杰作。与会人

员沿谷穿行，但见两侧黄土地貌姿态万千，令人想象驰骋。这里的黄土地貌，

有的如奔腾的骏马，有的如含羞的少女，有的如古佛端坐，有的如金刚怒目，有

的如金字古塔，有的如象形文书……谷底打造以紫色系为主的草木基底，与整

体的金色植物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在空间设置上，以水系、道路、慢行步道三

带一体贯穿，形成生态的湿地、草甸、林地景观。主道路沿线布置港湾式停车

场，掩映于树木之间。步移景换，令人流连忘返。

百里潇河，九曲流觞，凤凰于飞。她是“凤鸣潇河、誉满九州”的晋中起步

区，人文大观，古韵悠然，千年老城傍水而延展，“中国·潇河艺术部落”，依水而

铺陈，在山水间，铸魂筑心，生态岛链串联起一湾碧水，三大方舟、八颗明珠，铺

陈出两行诗情，“千手观音”，临水增趣，让晋中以艺术的方式对话世界，成就北

方绝无仅有的水系景观和人文意趣。

事实上，与环城旅游绿道同步起飞，“十三五”以来，我市建成了“四好农村路”

8036.5公里，规划了600公里旅游公路串联了149个景区（点）。用一句话概括

为：八千里路、“双通”全覆盖；六百里“游”，“两高”全连通。与会人员对此高度评

价，表示这是“真心实意、真金白银、真抓实干、真管真养”而结出的硕果。

以路为脉，铺就发展大道；锐意行舟，做强山水文章。晋中已打开山西中

部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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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行一号·晋中环城绿道

途经榆次区乌金山镇后沟村的优

质公路

围绕云竹湖修建的环湖公路

风景秀美的左权县旅游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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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沟俯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