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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四期湿地公园开园以
来，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游客，这
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既有汾
波浩荡的自然风光，也有亭台
楼阁的人文景致，让人流连忘
返，有诗为证。

西山叠翠薄雾霏，
汾水缥碧厚蒲苇。
本是蓬莱逍遥境，
借与人间作瑶台。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
者 王雁）日前，太原市小店区第
二十四届全民健身活动月业余足
球邀请赛暨2021年全省群众文化
活动足球大赛小店区选拔赛在山
西省全民体育健身中心举行。

本次赛事分成人组和青少
年组，共有 24 支队伍参赛，来自
太原市各行各业，比赛将持续到
11月7日，在每周六日进行。

据了解，今年是小店区全民
健身活动月连续举办的第二十
四届，赛事规模、参与范围、参与
人数都逐年增加，特别是打造出
小店区空竹艺术节、羽毛球业余
团体邀请赛等品牌赛事。

小店区举办业余足球邀请赛
共24支队伍参赛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者 王
雁）日前，记者从太原市工信局获悉，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呈现出了高质量、
高速度的运行态势，特别是 5 月份以
来，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走高。1
月—9 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4%，比全国（11.8%）、全省（14%）高
4.6个、2.4个百分点，基于高质量的工
业强市战略加速发力。

据了解，太原市正在实施“百项重
点工业转型项目推进工程”，1月—9月，
全市在建工业项目359项，拉动工业投
资完成252.7亿元，达到近五年同期最

高水平，同比增长 40.2%，位居全省第
一，项目的第一支撑作用持续走强。

下一步，太原将加大力度发挥项
目增量的拉动作用，积极协调山西高
效节能电机、工具厂生产线智能化改
造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推动太
钢碳纤维三期、太原酒厂搬迁和酿造小
镇等重点项目尽快投产达效，力争国新
晋药、哈工大机器人、蓝宝石等项目早
日入驻，从而形成项目梯次推进、投资
持续优化、投产支撑增长的良好局面。

坚持集群发展，构建产业新体
系。太原市正在依托现有产业基础，

加大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力度，全力
打造12条战略性优势产业链，做大做
强5大产业集群，构建接链补环、集群
联动、多元并举、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
发展体系，推动工业总产值加快向万
亿级规模迈进。

壮大市场主体，强化发展新支
撑。太原市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大力实施企业倍增计划，
培育引进产业龙头企业，着力打造头
部企业、领军企业，做大做强中小企
业，扶植一批产业链配套企业，构建大
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

局面。截至 9 月底，有 37 户企业实现
入库，124户（含已入库的37户企业）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序时进度，其中
111户（含已入库的37户企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

聚焦“六新”突破，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太原市积极完善以企业技
术中心为核心，其他研发机构、技术服
务组织为辅助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

“太原制造”向“太原创造”跨越。深入
实施企业技术中心赶超计划，加快国
家、省、市三级企业技术中心创建，年
底力争新增50户三级企业技术中心。

加快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太原全力推动工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者 姚凡）日前，记者从清徐县
政府获悉，在全国轻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上，清徐县被正
式授予“中国醋都·清徐”称号，这也是全国醋行业的最高荣誉。

据了解，清徐县现有醋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81家，醋年产
规模70万吨，醋产品年产值30亿元，醋产业链年产值65亿元。
目前，围绕省委提出的“太原醋产业要做大做强”的工作要求，
清徐突出醋业发展的集中度、首位度和占有度，打造省级食醋
产业集聚区，中国食醋产业数字化转型基地落户清徐。

清徐县副县长刘紫霞表示，“中国醋都·清徐”的授牌，标志
着清徐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得到了省市县主要领导
的高度重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更加坚定了山西
人做大做强山西醋的决心和信心。

清徐县被正式授予“中国醋都·清徐”称号
这是全国醋行业的最高荣誉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
者 姚凡）日前，杏花岭区委网
信办举办了以“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
2021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杏
花岭区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有20余家单位通
过文艺表演、发放宣传资料、解
答群众疑惑等多种方式向辖区
居民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进一步
提升了市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
范技能。

据了解，各镇、其他部门单
位同时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
动，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

杏花岭区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者 姚凡）日前，山西财经大学
开展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国旗下的思政课，以升国旗仪式、
国旗下的演讲、新时代青年说等形式，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热
爱之情。

“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升起世人惊叹的目光，升到
万众瞩目的高度！面对国旗，每个生命都庄严起来、神圣起
来！飘扬的国旗啊，您是我们青春追逐的梦想！”学生们朗诵原
创诗歌《国旗下的我们》，语调铿锵有力，诵读饱含深情，发出礼
赞新中国、建功新时代的青春宣言，真诚传递与祖国同呼吸、与
时代共奋进的青春梦想。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庄严的青春宣誓将整个活动推向高
潮。“太激动，太震撼了！国旗下的思政课，激发了我们浓浓的爱
国情。作为青年学子，我将举起责任大旗，在新时代努力奔跑，为
实现伟大梦想接续奋斗！”2021级同学在参加活动后感慨万分。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山西财经大学思政课内容丰富多彩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
者 王雁）日前，太原市召开防汛
防霜冻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雨
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对防汛防霜
冻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监测
预警，严密监测洪涝灾害发展变化，
深入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防
交通运输等领域事故发生；要加强
统筹调度，全力做好灾后恢复工作，
抓紧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要组
织力量开展因灾生活困难群众排查
工作，重点关注受灾的低保户、分散
供养的五保户、困难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基本生活，确保受灾群众有饭
吃、有水喝、有衣穿、有房住。

继续做好监测预警

太原市部署防汛防霜冻工作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者 姚凡）近日，国家税务总局
太原市迎泽区税务局税企微信沟通群里收到一条消息：“我公
司是科技公司，行业类型如何选择？”作为一家新办企业，纳税
人对行业类型选择存在疑惑，工作人员仔细询问迅速回复。“这
下我心里可算踏实了，谢谢老师！”纳税人在群里感谢道。

据了解，该局紧跟省、市局纳税服务提醒工作要求，持续更
新税收政策知识，利用省局大数据精准定位享受税收政策的纳
税人，通过微信群、电话等多种渠道开展靶向服务，实施“一对
一”跟踪、“点对点”保障，第一时间给予准确耐心细致的解答，
把“热乎乎”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时间送到每一位纳税人手中。

截至目前，该局纳税服务股已建立微信群 7 个，涉及税务
所、涉税中介及重点纳税人757户次，税源管理部门建立微信群88
个，涉及全员管户，更好地为企业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税收服务。

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务

迎泽区实现税企服务“零距离”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者 王雁 通讯员 刘咏梅）近
年来，太原市不断改革科技项目立项方式，大力营造一流科技
创新生态，3年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由321家增至8726家，
增长26倍。

记者了解到，太原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在省会城市位列
第三，中部省会城市位列第一。先后有6400多家企业累计享受
12亿元科技专项资金补助，引导企业研发投入120亿元，实现销
售收入2900亿元。其中，圣点世纪等16家企业成为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2019年的8倍，还有146户企业被认定
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同比增长29%。

同时，太原市建立前引导项目立项评估机制，做立项“加
法”，打通绿色低碳技术转化“堵点”。

太原科技型企业数量迅速增长
3年时间由321家增至8726家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者 姚凡）为进一步深化省校合
作，日前，记者从娄烦县政府获悉，我省在北京举办了“人到山
西好风光”人才宣传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专场活动。

作为“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的“高君
宇事迹资料展”在北京大学红五楼庭院开展，这也是太原推进
红色教育和国情教育基地建设的又一成效。

本次展览采用图文展板的方式进行陈列布展，通过立志报
国、追求真理、驰骋南北、光照千秋、情比金坚五个部分，回顾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高君宇同志的生平事
迹和革命活动，全面展现高君宇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历程。

通过展览，让红色种子在青年学子心中扎根，带领青年缅
怀革命先烈，弘扬红色文化，在学生中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
雄、捍卫英雄的浓厚氛围，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强根铸魂。

让红色种子在青年学子心中扎根

高君宇事迹资料展在北京举行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者 姚凡）为丰富城乡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日前，阳曲县文旅局邀请太原市晋阳晋剧院走进社
区，开展免费送戏进社区活动，为社区居民送上了精彩的“戏曲
大餐”。

太原市晋阳晋剧院为社区居民带来了《大登殿》《明公断》
《审御案》等具有代表性的晋剧表演。铿锵的锣鼓、传统的唱
腔、演员们惟妙惟肖的表演让观众不断喝彩，演出现场成为一
片欢乐的海洋。

今后，阳曲县文旅局将继续搭建各种文化平台，推动文化惠民
“菜单式”“订单式”服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
态主导权，提升全民文化素质，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文化惠民暖人心

阳曲县开展免费送戏进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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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雨林、可爱的“多肉”、优雅
的兰花……无论任何季节，走进太原
植物园都能看到百花盛开、绿意盎然
的美景。在这里工作近一年的李玉荣
感慨道：“以前的西山没这么漂亮，曾
经植物园附近有很多小煤场，环境比
较恶劣。如今，不仅西山绿了，河水变
清了，我和附近的村民还能来植物园
打工，在家门口挣钱。”

李玉荣的一席话道出了晋源人民
的心声，这也是晋源区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按照太原市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的部署和要求，在实施全域治
山、系统治水的基础上，配合太原植物
园、天龙山、太山等景区的提档升级改
造，晋源区对全区的造林工程实施扩
容提质。如今，放眼望去，清澈的河水
从西山蜿蜒而下，太山、天龙山、蒙山
等山体树木茂密、郁郁葱葱，四季有花
开，推窗即见绿，一幅山水揽翠、景致
怡然的绿色画卷正徐徐展现。

守一脉青山 筑牢生态屏障

驱车沿天龙山公路向天龙山景区
行驶，目之所及皆为绿色，一朵朵白云
时而在头顶，时而在腰间，“远看西山
如画屏，郁郁苍苍三十里”的壮美景象
令人陶醉其中。

在美如画卷的景色里，谁能想到，
之前因为采石场无序开采，西山山体
多处破坏、水土流失、自然灾害隐患严
重。为恢复生态环境，晋源区全面加
强林业生态建设和森林资源保护，按
照森林网格体系“点、线、面”相结合的
原则，提高森林质量、提升森林效能，
完成了连同天龙山在内西山沿线破损
山体的生态修复。

“天龙山山高坡陡，工人打破传统
工序从山顶向山下施工，削顶放坡，既
有利于苗木栽植，又有利于蓄水，解决
了山体修复的难题。”晋源区自然资源
局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任建卿介绍，
西山的很多山体由于植被破坏严重，
修复非常困难。在填土和种植过程
中，由于没有路，海拔较低处用起重机
运输，海拔较高的地方，全靠工人肩挑
背扛才能将树苗和水运上山。

责任于心，躬践于行。晋源人以
实干和担当已经让绿色成为最美生态
底色。统计数据显示，晋源区现有林
地20.53万亩，占到全区国土面积的一
半。同时，按照太原市创建全国森林城
市的要求，晋源区开展西山生态修复治
理，修复山体数百万平方米，并对天龙
山、龙山、太山等景区实施提档升级，各

个景区均是三季有花、四季有绿。
昔日不起眼的西山已变成了风景

别致的城郊森林公园，群众在享受生
态红利的同时，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的
劲头更足。晋源区计划到2022年底，
国家森林城市指标体系五大类、36项
要全部达标，努力实现以绿养山、以绿
保水、以绿护城，筑牢一道生态屏障。

护一域清水 扮靓一城秀色

山 有 山 的 风 骨 ，水 有 水 的 风
韵。对于北方缺水城市来说，“一湖
点睛、一水中分、九水环绕”的资源
弥足珍贵。

每天吃过晚饭，武家庄社区居民
孟小萍和几位老姐妹都会去冶峪河边
的广场上跳舞，这样的场景，以前是不
敢想的。曾经的冶峪河是有名的“臭
水沟”，武家庄社区被夹在晋阳湖和冶
峪河的中间苦不堪言。如今，该社区
整体搬迁，冶峪河实施综合治理，实现
了雨污分流，沿岸变身绿色长廊。

同样，自风峪河完成治理，家住古
城营村的孙博每天都要骑着车子在风
峪河岸边的彩色健身步道上活动一
圈。在附近住了几十年的孙博感慨
道：“现在，附近的居民夏天也敢开窗
了，大家出门也有活动的地儿了。”

冶峪河、风峪河的变迁，是太原市
实施“九河”综合治理的生动写照，生
活在汾水之滨的太原人有了临水而居
的骄傲。除了辖区河道日新月异的变
化，最令晋源人骄傲的还有已经干涸了
30年的蒙山景区的寺依泉恢复自然流
淌，晋源水域的地下水位逐年上升。除
了寺依泉外，晋祠周边的泉眼已经基本
都恢复了自然流淌，这是晋祠泉域水环
境生态逐步改善的最好证明。

下一步，晋源区还将因地制宜在
汾河流域沿线实施水源涵养林、水土
保持林、水岸绿化林和湿地公园建设，
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开展
冶峪河上游生态治理工程，逐步完善
汾河流域绿色生态廊道建设，让晋源

的水韵风景更加秀美。

借稻米振兴 靠百花致富

晋源区花塔村地处难老泉泉域范
围，曾是晋祠大米的主产区。经过多
年的生态治理，随着地下水位的升高，
晋祠大米重获新生。借助晋祠水域环
境的日渐改善，“晋源稻花城”项目已
正式启动，标志着晋源区农文旅产业
深度融合又迈出重要一步。

除了晋祠大米之外，山川秀美的
晋源区还有另外一张新名片——各色
花卉带来的美丽经济，这是生态环境
改善送给晋源的又一份礼物。

秋花绚烂秋草香，各色菊花开得
正艳。10 月 15 日，在花卉小镇，工人
们忙得不亦乐乎，不停地按照订单将
一盆盆鲜花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
地。如今的晋源区已经是太原乃至山
西省的“花乡”，花卉种植面积占太原
市60%，销量占70%以上，花卉在晋源
已经形成第一产业的支柱之一。

“有花的地方景色美，有美景的地
方自然不乏赏花客。”晋源区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花卉是晋源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重点打造的特色项目，是布
局农旅融合新格局、促进就业增收的
重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按照晋源区最新制
定的《晋源区落实太原市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三年行动方案的实施方案》，到
2022 年底，全区每年至少建设 5 处游
园、5处绿地，基本消除公园、游园服务
盲区，稳步提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与梦想的约定催人奋进，给人以
力量。秀美的山川、清澈的河水，晋源
区人民在加快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道
路上，步履坚定，为“城在林中、林在城
中、山水交融、城乡互动”的森林城市
建设目标接续奋进。

绿染晋源满目景绿染晋源满目景
—— 晋源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森林城市工作纪实工作纪实 本报记本报记者者 姚姚 凡凡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全面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系列报道之二）

太 原 市 委 宣 传 部太 原 市 委 宣 传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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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天龙山美景秋日天龙山美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姚 凡凡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