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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依依，杏花灼灼。4月9日的榆

次区凤栖湖畔，碧波轻摇着倒映的云影，

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在田家湾义务植

树基地，市党政军领导与市区干部群众、

少先队员共同参加以“携手同植新绿、共

绘怡然家园”为主题的植树活动，以实际

行动践行对绿色家园的深情承诺，共同描

绘美丽晋中的生态画卷。

共赴一场春天之约，这不仅是一次

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更是一堂全民参

与的生态文明公开课。询问树苗品种特

性、了解基地造林抚育管护、查阅不同树

木成活率……在植树现场，大家交流着、

讨论着，挥锹铲土、扶苗正根、培土围堰、

提水浇灌，每一步都认真专注。当油松、

金叶榆、碧桃等一棵棵新植树木在春风

中昂然挺立，仿佛在诉说着对未来的无

限憧憬。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全心全意践行

“两山”理论，全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平

均每年完成造林 35 万亩，四旁植树 1000

万株以上，建成彩林公园24处、湿地公园

11处、省级自然保护区5处、省级林生态

县6个……一串串数字背后，是晋中人民

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

特别是 2024 年，全市上下紧紧瞄定

功能林业、景观林业、富民林业、康养林

业、城郊林业“五个林业”，争取国、省林草

项目资金 7.72 亿元，全年完成新造林

24.04 万亩，省级目标任务完成率 134%；

植树2176万株，占计划任务的167%；2024

年度省级林长制考核全省排名前列，迈出

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的坚实步伐，

为美丽晋中建设增添了新活力、新颜值、

新成效。

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

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抓住春季有利时机，积极开展

植树造林，科学推进国土绿化，我市不仅

注重数量的增加，更注重“提质”“兴业”

“利民”，科学选择树种，多措并举加强林

木管护，精细化管理多业态布局，因地制

宜种好碳汇林、经济林，搞好森林经营，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

等特色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相统一。同时，积极倡导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扎实开展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推动形成人人争当绿色使者、生态

先锋的浓厚氛围，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晋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将继续秉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扩

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森林水

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持之以

恒开展国土绿化。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并

非一蹴而就，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

出。当前，我市还处在森林草原高火险

期，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弦、不松劲，织

密防控体系，严格落实林长制和林草防火

责任制，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时

段，开展森林火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

快防火通道的规划建设。市县联动组建

抢险灭火专业化队伍，狠抓练兵备战，优

化森林消防队伍力量编成，构建“平时联

勤联训、战时联调联战”的工作机制。积

极推进智能化巡护和智慧防控系统建设，

发挥好基层组织作用，看住山头、管住人

头、防住苗头，坚决防范森林火灾风险，守

护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筑牢绿色生态

屏障。

展望未来，我市将继续按照“宜林则

林、宜草则草、林草融合耕地不用”的原

则，坚持“五个突出”，科学推进国土绿

化。突出规模化治理，以中央财政国土绿

化示范项目等为龙头，着力推进国土绿化

扩容增量；突出科学化布局，坚持国土绿

化与生态修复、耕地保护相结合；突出精

品化打造，重点加强近5至8年的未成林

造林地提质增效和新旧工程的衔接；突出

多模式推进，统筹推进义务植树和造林绿

化活动；突出规范化管理，抓好国省工程

管理，确保项目、资金、人员安全。

春日阳光下，一抹抹新绿，既是生态

文明的思想之苗，也是绿色发展的实践之

果。我们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晋中市一定能够完成林木绿化率新

增1个以上百分点的目标任务，奋力把生

态建设实践书写在美丽的晋中大地上！

携手同植新绿携手同植新绿 共绘怡然家园共绘怡然家园
——市党政军领导与市区干部群众、少先队员共同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记者 史俊杰

作为山西大学城所在地，晋中有21所

驻市高校、34.6万名师生，科教人才资源集

聚度全省独一无二。近年来，我市以建设

青年发展型城市为牵引，坚定不移打好“大

学牌”，深入实施“双融双创”战略，通过政

策引导、平台搭建、项目对接，引导企业与

高校“双向奔赴”，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

室走向生产线。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凭借科技创新，企业始终保持行业

龙头地位。在该公司技术中心的一面专

利墙上，221项专利熠熠生辉。研发总监

王建根指着新一代细纱机介绍：“25000

转/分钟的锭速降低 15%能耗，转杯纺纱

机实现 15 万转/分钟无接触运转，480 锭

涤纶假捻变形机900米/分钟纺丝速度刷

新行业标准……这些技术已为江苏、湖

北等地的‘灯塔工厂’创造效益。”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年均5%

的科技研发投入，不仅换来技术突破，更

转化为真金白银的市场竞争力——其主

导产品细纱机长车，市场占有率高达70%

以上，精梳机市场占有率达 45%以上，专

件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第一，几乎囊

括了国内所有的高端客户。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校企合作。

市校协同，对于企业来讲是如虎添翼。”该

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党总支书记

邓靖介绍，在市委“156”战略举措推动和

政校企等多方共同努力下，该公司与上海

东华大学联合攻克“自动接头机器人”多

机协同技术，解决了纺线断头接头智能化

“最后一公里”问题，斩获19项中国专利、1

项美国专利；与太原科技大学研发的红外

光电检测系统实现单锭精准控制；与天津

工业大学合作进行细纱机外观造型设计，

提升设备美观性，人机互动更加友好。

2023年，与山西大学共建省级技术创新中

心，共同开展智能纺织装备、绿色纺织装

备、纺织装备控制系统及关键基础零部件

等前沿技术研究，打造校企协同创新的硬

核实力。

像这样的校企合作案例在我市比比

皆是。

普丽环境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的

环境催化材料省技术创新中心的低温脱硝

催化剂、瓦斯发电高空速脱硝材料、煤气制

甲醇高效精脱硫等三项技术成果进行市场

转化推广，为企业创收5000余万元；

山西长河天泽合成材料制造有限公

司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研发矿物质炭黑

及废旧轮胎再生技术，通过多项国家认

证，产品远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山西经纬化纤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依

托太原理工大学、太原科技大学的科研团

队，突破碳纤维喷丝头材料涂层技术壁

垒，市场占有率超60%……

市校协同专项行动以来，我市支持引

导“链主”“链核”企业与市域高职院校合

作，建成2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组建5

家省级特色产业学院，其中首批4个、数量

全省最多。聚焦重点产业链，积极推动企

业与高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建成省级重点

科技创新平台11个、市级校企合作创新平

台9个，数量为历年来最高。目前，驻地高

校在我市转化科技成果124项，合同金额

超1684万元。

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应用，从单点突

破到生态构建，我市正以“大学牌”激活

创新全链条，书写着市校协同的“晋中

答卷”。

——我市以校企合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植树活动现场 记者 张浩亮 摄

记者 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