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

主任渠德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

提出，要“加快太原晋中一体化”。近年

来，我市在推动太原晋中一体化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市发改委发挥太原晋中一

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连续三年与

太原市联合制定年度行动方案，“六个一

体化”取得积极成效。

2024 年，我们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水平，两市“三纵十横”路网基本

形成，跨城公交线路已达10条；深挖产业

合作发展潜能，在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

及物流等领域迈出了“飞地经济”的先行

步伐；实现了有机农产品供应直达省城

人民“菜篮子”；联合推出以汾河为纽带

的三大主题六条旅游线路，丰富了文旅

产品供给。同时，共同促进公共服务共

享，两市公积金购房贷款实现异地办理，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

到3842家，100项高频政务服务实现跨市

通办，越来越多的“融通红利”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六个一体

化”发展思路，与太原市共同确定一批标

志性事项，进一步深化产业交融，构建产

业协同新矩阵；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共建，

搭建互联互通网络；深化要素市场化配

置综合改革，激发要素流动活力。市发

改委将一如既往与太原市同题共答、同

声共鸣、同向共行、同频共振，以太原晋

中一体化引领带动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 （记者 李娟）

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如今，漫步晋中大地，目

之所及，城与乡宛如并蒂莲，花开两处，各有芬芳。城区内，设施齐全，城市品质、功能加速升级；乡村里，产业发展

活力十足，村容村貌整洁美观，蓬勃的城市和广袤的乡野融为一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突出城乡融

合，全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市各界人士围绕聚力城乡融合发展各抒己见。

证了新春社火巡演的盛况。威武雄壮的

锣鼓表演、技艺高超的踩高跷、诙谐幽默

的老爷推车等传统社火节目轮番上演，让

我们仿佛穿回到童年的春节，感受到了久

违的年味。气势恢宏的城隍庙、雕梁画栋

的县衙……街道两旁的古老建筑与新春

的社火巡演交相辉映，编织出一幅幅热闹

非凡、年味十足的画卷。

社火表演结束后，我们带着孩子漫

步于美食街，品尝了杂粮煎饼、臭豆腐等

多种特色小吃。还特意拍了几组古装照

片，定格下这份美好的时光。在这里，我

们不仅感受到了榆次老城深厚的文化底

蕴，更收获了一份难得的亲子时光。

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旧城区的商业街

区不仅将为市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

经济增长，更将彰显我市对传统文化的尊

重与传承。榆次老城等旧城区，将以其独

特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

体验，成为展现城市文化的一张璀璨名片。

（记者 武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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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各界人士就城乡融合发展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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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视点晋中视点

做活城乡融合做活城乡融合““大文章大文章””下好区域协调下好区域协调““一盘棋一盘棋””

市民张新海：榆次老城是一座有着

悠久历史的古城，这里保存着许多古老

的建筑和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值得游

览的地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市城区能级提升”，“旧城区重点盘

活榆次老城、太谷古城等商业街区，植入

特色美食、民俗民艺、非遗手作等，激活

城市记忆，享受休闲慢时光。”这一愿景

令人满怀期待。

今年春节期间，我和妻子带着孩子

一同前往榆次老城，亲眼见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王静：县域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是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实施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体规划，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

商、宜旅则旅，每县至少壮大1个主导产

业、培育 1 个优势产业、布局 1 个未来产

业，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

展。”这为我们后续的工作指明了清晰的

方向。

2024 年，市发改委积极谋篇布局县

域经济，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市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并完成《晋中市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初稿编制，

从顶层设计方面提出全市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路径，以产业集

群化思维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展望 2025 年，市发改委将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立足晋中深厚

的文化资源、良好的产业基础等优势，坚

持市级统筹、县为主体，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相结合，深度谋划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总体规划。同时，呼吁广大企业和市民

积极参与，共同推动县域经济腾飞。

（记者 马永红）

太谷区小白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闫万

玲：春潮涌动，万象更新，乡村的每一寸土

地都被蓬勃的希望浸润。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深化‘百乡千村’治理行动”，“推进乡

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这为

我们小白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小切口”推动治理“大提升”。

2024 年，小白乡以人居环境改善为切入

口，将星级文明户评定和美丽庭院深度结

合，在白燕村创建“乐享积分坊”；全年实

施乡村振兴产业类和基础设施类项目 7

个，16 个村并行覆盖，300 余名党员干部

带动 2500 余名群众共同参与，不仅提升

了乡村的整体风貌，更激发了村民的参与

积极性；承接了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现场会观摩任务，“内外兼修”全乡人

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今年，小白乡将立足“红枣苗木双擎

驱动”的产业优势，以生态链串联产业链，

打造绿色经济新高地；以环境整治重塑乡

村肌理，绘就宜居宜业新图景；以文化IP

赋能农旅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走

出一条“以产兴村、以绿美村、以文润村”

的“小白路径”。

开启新征程，追求新梦想。接下来，

我们将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笔，

以红枣苗木为墨，在黄土地上书写“产业

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记者 王爱媛）

话题：

“小县大城”绘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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