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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蓝，晋中蓝，共享一片蓝。

“以前锻炼身体没地儿去，现在锻炼

身体选地儿去。”正在市城区潇河湿

地公园晨跑的居民李先生说，“近两

年，晋中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空气越来越好，河水越来越清，

绿化面积越来越大，选择居住晋中的

太原人及外地人越来越多。”

厚植生态底色是树立城市形象、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更

是晋中加速推进太原晋中一体化发

展的题中之义，以推动都市圈生态环

境协同共治、源头防治为重点，太原

晋中强化生态网络共建和环境联防

联治，共享美丽家园正在成为现实。

一泓清水入黄河，太原晋中汾河

两岸，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

的水利长廊、生态长廊、文旅长廊、富

民长廊已然形成。晋中市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以

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

与修复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水清河畅

岸绿景美的大河风光正在呈现。

我市积极开展与太原市、吕梁市

两市的联防联控，针对可能出现的区

域性污染过程，通过联合会商，及时

预判轻、中、重度污染天气，并结合实

际，实施区域联防联控，同步启动预

警。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经过

三市共同努力，太原、晋中、吕梁三市

累计减少重污染天数9天。

从 2021 年 10 月开始，晋中市在

市城区实施以香化、绿化、美化、文

化、净（静）化、细化和提升群众幸福

指数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管理“六化一

提升”工程，经过一年多努力，晋中市

城区三季闻花香、四季景不同，街街

有美景、处处见人文，人在画中游、车

在景中行，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放眼

可见、触手可及。

全力服务，主动融入，以等不起

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

的责任感，按下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跑出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加速度，以

“一盘棋”的思想，在山西中部城市群

建设中下好先手棋、打好关键牌，晋

中向前奔跑的动能越来越强劲。

——我市打好“对接牌”高效推进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

太原、晋中，地缘相邻、文脉相连，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加快、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提速，两地已然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推动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是省委、省政府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的战略部署，更是加快推进山西中部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省委书记蓝佛安参加晋中代表团审议时要求，要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中

发挥更大作用。主动服务融入太原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统筹推进太原晋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享、生

态环境共治。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呼唤。我市把高质量推进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作为必须坚决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必须抓紧抓

实的历史发展机遇，全力服务、主动融入，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进入加速期，驶入快车道。

“驶入魏榆路、龙城

大街快速路，最多 15 分

钟到单位。”在榆次新晋

世家居住的张宇，精确计

算 过 从 家 到 太 原 的 用

时。因没有红绿灯、没有

路口交叉车辆，没有行

人、非机动车影响，他已

经习惯走这条路线。接

轨太原，他明显感受到

“晋中‘提速了’，住晋中

就是住太原的感觉。”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

交通。龙城大街、魏榆路

快 速 化 改 造 项 目 作 为

2022 年市政重点工程，

开创了太原晋中一体化

发展新局的“速度与激

情”，标志着太原晋中“15

分钟交通圈”真正形成。

目之所及，大道通

途，我市主动对接太原，

积极提升太原晋中一体

化通行能力、强化两市互

联互通，目前与太原已有

13条道路具备一体化通

行条件，其中小牛线、太

太路、汇通路、迎宾街、龙

城大街、鸣谦大街已实现

贯通，一体化通行能力进

一步提升。另外 6 条道

路正加快推进，其中，杨

盘街、农谷大道、龙湖街、

创业街 4 条道路已经实

施至太榆交界处。

打通“断头路”、畅通

“微循环”、构筑“互联

网”，我市主动对接、积极

行动，随着一条条道路建

成通车、一个个项目落地

推进，从最初的城市个别

道路连通太原，到与太原

市交通路网全面互联互

通，晋中融入太原晋中一

体化发展的进程明显加

快，以交通为引领的两市

互联互通新格局进一步

打开。

毗邻太原的晋中，如何在

产业分工合作上蹚出新路子？

“摒弃博弈思维，在主动服务省

会发展的过程中错位发展，开

启太原晋中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无论是产业链培育

还是项目建设，太原、晋中在产

业发展协同、产业链条互促方面

已经形成深厚的合作基础，一批

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实现了上下

游配套和产业链合作，取得了巨

大进展。

产业链培育是发展壮大工

业经济的龙头性、关键性工程。

我市积极对标省级重点产业链，

立足晋中实际，实施“5+3”重点

产业链（群）工程。晋中在承接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链（群）、特钢材料产业链

（群）、光伏电池及组件产业链和

现代医药产业链（群）5 个省级

重点产业链的同时，又立足于本

市实际，谋划了碳基循环产业

链、现代食品产业链（群）和绿色

节能建材产业链（群）3 个特色

产业链（群），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融通供应链，加

快推动全产业链构建。

方向明确，企业有为，太原

晋中联手打造支撑山西中部城

市群发展的产业高地正在形

成。晋中太钢万邦、陆矿工贸为

宝武太钢集团提供优质铁合金

原材料，实现产业链内资源循环

利用，成为特种金属材料产业链

的重要环节；太重榆液公司为太

重集团重型机械提供了基础零

部件支撑，是具有影响力的高端

液压产品自主化研发、制造基

地；吉利汽车晋中基地已与太钢

集团、迈杰模具、中科华孚形成

实质性合作。除此之外，综改区

晋中开发区已承接多尔晋泽煤

机装备、山西建投绿色建材、中

海油贵金属等太原企业和项目

在我市落地。产业协同，太原晋

中正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群众所需，工作所向，实

现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公共

服务是两地共同关注的焦

点。在这个春天，人们欣喜地

发现，无论乘坐公交，还是人

才培训，或是跨地办理营业执

照，太原、晋中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新格局不断呈现。

——开通全国公交“一卡

通”服务，两市群众一卡在手，

乘车无忧。晋中公交公司东

场至太原富士康912路开通，

晋中市在富士康就业人员通

勤有了保障。Z2 路，晋中公

交公司南场至白求恩医院，晋

中市民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有

了更便利的交通。

——太原晋中技能培训

机构资源共享，两市培训机构

进入相关市场已无障碍。太

原市属 5 所职业培训学校经

过备案、招标，可在晋中市承

担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

太原、晋中技能人才评价机构

已实现互联互通，在技能评价

过程中按照晋中同等条件聘

用太原技能评价专家。

——依托全省域交易一

体化平台，太原与晋中100项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市通办，

对于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标准

化建设，实现企业注册、市场

准入、资格资质、社会保障等

领域高频事项实现全网办、一

次不用跑。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晋中学校已入驻招生两年，山

西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扩建如

火如荼。除此之外，山医大二

院南院年内将投用，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晋中院区主体也基

本完工将投用。

生活同城，资源同享，服

务同质，太原晋中共建共享

的公共服务还有很多，这些

服务惠及的是双城百姓，更

是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的生

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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