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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巨变 ·临猗篇】

悠悠涑水河，绵绵峨嵋岭，见证了临猗发展
史上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时刻。回首百年征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临猗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城市建设焕然一新，乡村振兴方兴未艾，城
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

特别是“十三五”时期，临猗全县上下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聚焦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牢
牢把握“走进新时代、融入大运城、建设新临
猗”目标要求，紧紧围绕打造“党建、果品、
商祖、渔药”四张名片发展路径，团结奋斗、
砥砺前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取得
新的重大成就。

县域经济发展实现新提升。“十三五”时期，
临 猗 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稳 中 有 升 ，2020 年 达
157.78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43.76 亿元。全县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达 12.0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3%。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 2.98 亿元，同
比增长 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66.62 亿
元，同比增长 5%。2016 年至 2020 年，该县固定
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337.42亿元。

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三次产业结构
比例由 2015 年的 33.5∶28.2∶38.3 转变为 2020 年
的 34.3∶14.7∶51，经济发展迸发出新活力。现
代农业优势凸显，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先后获得“国家
级出口水果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区域性良种
繁育基地”“中国鲜枣之乡”“临猗苹果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等荣誉，耽子镇入选“全国农业
产业强镇”。工业经济承压发展，培育壮大现代
化工、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医药
农药五大主攻产业集群，确定重点建设项目
196 项，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40 家，临猗工业园被

评为“山西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现代
服务业发展迅速，开设阿里巴巴天猫优品店 45
家，通过电商销售各类果品 2.5 亿公斤，临猗县
由此荣获“国务院电子商务进农村典型示范
县”称号。农文旅融合步伐加快，初步形成“黄
河、涑水河、峨嵋岭”三大农文旅深度融合板块。

城乡融合发展呈现新格局。临猗县城镇化
率达 46%，比 2015 年增长 5.2 个百分点。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形成了老城区七横八纵，新城区
两横五纵的道路格局，城市供水管网覆盖率和
用水普及率均达 100%，县城污水管网全覆盖，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率 达 95%，集 中 供 热 覆 盖 率 达
90.1%，建成区通气覆盖率达 90%。城市形象逐
步提升，县城道路绿化 3.2 公里，建设微地形景
观 2000 平方米，县城绿地总面积 589.42 万平方
米。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打造省级美丽宜
居示范村 8 个、县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56 个、环境

整治连片示范区 3 个，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 100%。

深化改革开放收获新成效。临猗县打造
“受办分离、一窗受理、全程服务”审批服务新模
式，营商环境考核位列全市第一方阵。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制改革等重点改革事项走在省市前
列。浩吉铁路临猗段建成通车，对临猗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积极带动作用。打造出口平台综合
体，出口企业达 25 家，出口国家和地区 37 个，外
贸经济总量占全市三分之一。

社会民生事业得到新加强。脱贫攻坚取得
全面胜利，全县 6777 户 19146 名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顺利通过省考核验收，名列全省第二。就
业率实现稳定增长，“十三五”时期，城镇新增就
业 人 数 累 计 20938 人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累 计
25578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1%以内。

教 育 质 量 持 续 提 升 ，学 前 三 年 毛 入 园 率 达
99.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5.6%，初中三年
巩固率达 100%，职业教育就业率达 98%，各项
数据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医疗卫生服务不断
完善，14 家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家
庭医生签约 31 万余人，签约比例在省市名列前
茅。社会保障不断优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顺利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已覆盖所有参保人群。文化事业亮点纷呈，临
猗县图书馆顺利通过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
级，锣鼓杂戏《铜雀台》荣登全国戏曲百戏（昆
山）盛典并获“优秀奖”。

过往皆序章，未来皆可盼。临猗“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高质量转型发展迈出坚
实步伐，为“十四五”转型出雏型打下了坚实基
础，积蓄了长期向好发展的强大能量。

革故鼎新，郇阳谱就新时代转型协奏曲

我的小康生活

2017 年，我在临猗县人社局举办的职业技
能提升电商培训班学习了 10 天。培训期间，讲
师手把手帮我注册了淘宝网店。培训结束后第
3天，我的网店有了第一笔订单。

一开始每天发一两箱，去年每天发几十箱，
到今年每天发几百箱，这是个慢慢积累的过
程。51 岁开始做电商，这对我一个农民来说算
是一个挑战。为了把网店做强做大，我在自家
院子里建起了 70 平方米的冷库，大约能存放 50
吨的苹果。由于对电脑和网络感兴趣，加上热
衷于钻研电商经营技巧，网店的顾客越来越
多。2018 年，我通过淘宝网店卖完了全村的苹
果。去年，网店销售额突破了 200万元。

去年参加临猗县创新创业大赛时得知野菜
比较受城里人欢迎，于是，我开始把村里随处可
见的蒲公英、甜苣、灰条、马齿苋等野菜通过网
店卖到全国各地。野菜的销售额也从去年的 8
万元增长到今年的 20 万元。今年，我联合乡亲
利用冬枣大棚发展“林下经济”，枣树下种植的
野菜基本能满足全年供应。这样发展下去，到
明年野菜销售额预计能达到 50万元。

不得不说，是电商改变了我的命运。这几
年，不时有附近村和外地的一些人找我请教电
商技术，我也成了乡亲眼中的“电商明星”。在
开展好自家网店业务的同时，我也很乐意带领
大家加入“电商大军”。目前，东程村这个仅有
100 余户的小村庄先后开了 50 余家淘宝店铺和
十余家微店，有 5 家快递公司常年入驻，成为远
近闻名的“电商村”，全村电商销售收入达 8000
万元。

说实话，在临猗县，像我这样经过培训学习
走上电商之路的农民还有很多。让电商从业人
员遍布全县，让更多的果农通过线上渠道销售
农副产品，这应该也是我们县开展电商技能培
训的初衷和目标吧。

临猗县七级镇东程村村民王两密：

电商开启新生活

临猗城市印记

市政道路建设

“十三五”时期，临猗县实施县城街道
建设和改造工程，先后新建郇阳东街东延、
北环路西延、西环路南延、西环路北延等道
路，提质改造府东街、府西街（荣福巷至西
环路）、西城路、双塔南北路，实施阳光路、
峨嵋南路、郇阳西街、古县街等小街小巷翻
新工程。截至目前，该县已形成了老城区
七横八纵、新城区两横五纵的道路格局，县
城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达 6.29 公里/平方
公里，道路面积率达 11.6%。

县城园林绿化

“ 十 三 五 ”时 期 ，临 猗 县 累 计 投 资
1.0281亿元实施园林绿化工程，县城建成
区绿化覆盖总面积增加 63.74 公顷，增长
4.08%，绿化覆盖率达 43.56%；县城建成区
绿地总面积增加 63.68公顷，增长 4.1%，绿
地率达 38.91%；公园绿地面积增加 28.45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加 1.89 平方
米，县城建成区园林绿化各项指标均超过
园林县城规定的主要指标。

房地产市场

“十三五”时期，临猗县培育 2 家住房
租赁企业，县城现有 250个居民住宅小区，
其中大型小区 28个，小区总面积达 345.53
万平方米，城镇人均居住面积 38平方米。

县城供水

“十三五”时期，临猗县竭力加强供水
管网建设，自 2019年起实施城区供水管网
建设工程。县城用水来源从“十三五”初的
以引黄水和 32 眼自备井相结合改善为以
引黄水为主，平均供水量自 6000立方米/天
增长到 12000 立方米/天，供水管网覆盖
率、用水普及率均达到 100%。

县城生活垃圾处理

“十三五”时期，临猗县大力推进生活
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县城生
活垃圾日处理量达 100 吨。特别是 2016
年，该县投资 832万元，建成垃圾场渗滤液
处理站 1 座，使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逐年提高。其中，2016年至 2020年分别
为 95.14%、95.74%、97.21%、98.57%、100%。

县城污水处理

“十三五”时期，临猗县政府与北京首
创股份有限公司以 BOT模式投资建设临猗
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总投资 8820 万元，设
计处理规模 6 万立方米/天，分两期实施，
一期处理规模 4万立方米/天，排放执行国
家一级 A类标准。

县城排水防洪

“十三五”时期，临猗县投资 1220万
元，完成了全长 1380 米的矩形体育路防
洪入涑渠工程，完善了城区段排水管网沿
街两侧的扇形布置，主要街道排水管网长
50.4公里。截至目前，该县县城共有 6处
防洪入涑渠，全长 8.4公里，泄洪能力总
计为 16.5 立方米/秒，确保了县城城区安
全度汛。

县城集中供热

2016年，投资 1342万元实施集中供
热锅炉除尘、脱硫、脱硝提标改造项目；
2018 年，投资 6000 万元实施临猗县县城
中心区集中供热扩容项目，新增供热面积
98 万平方米；2019年，投资 6750 万元实
施临猗县冬季清洁取暖集中供热提标扩容
项目，新增供热面积 120万平方米；2020
年，投资 1956万元实施临猗县集中供热 2
台 64MW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截至目
前，临猗县城区集中供热总需求 560万平
方米，已覆盖 505万平方米，集中供热率
达 90.1％。

数说临猗

1079（1949年）
11813（1978年）

1577819（2020年）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人口（万人）

22.15（1949 年）
42.36（1978 年）
48.26（2020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153（1949年）
790（1978年）
29800（2020年）

2591（1996年）
32547（2020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5（1949年）
88（1978年）
15546（2020年）

81（1949年）
642（1978年）

1349.6（2020年）

公路通车里程（公里）

（数据来源：临猗县统计局）

初夏时节，走进临猗县孙吉镇薛公村湿地
公园，你可以看到荷叶青青、荷花点点，旁边的
芦苇荡芳草萋萋，池塘里小龙虾、大闸蟹、甲鱼
穿梭其间……恍惚间，如同走进了“小江南”。

近年来，薛公村立足实际，积极动员在外成
功企业家回村投资，组建了山西仁核山谷农林
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实施了滩涂开发和荒

沟治理，探索确立了“村企联合、以资定股、集中
经营、抱团发展”的模式，让薛公村有了林茂粮
丰的美丽嬗变。

现在村里道路循环畅通、水电配供齐全、绿
化林网形成，新建了荷花塘景观区、农业观光园
等五大项目，村民日子也越过越好，贫困群众如
期实现脱贫，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临猗县孙吉镇薛公村党支部书记程俊怀：

产业发展快 致富路更宽

我们村距临猗县城仅有两公里，乡土文化
浓郁，田园生活安逸，加上每年三四月万亩梨花
花香四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慕名前来。

近年来，村“两委”带领大家在持续发展酥
梨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先后
建成了党建综合体、乡愁记忆村史馆、文化活动
室、多功能礼堂、民俗家风馆等功能场馆；全村
主要街巷全部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主巷道、文
化广场都得到了硬化，文化墙、花草苗木相映成

景。与此同时，我们村探索建立了“党员带头共
管、群众参与共治、循环利用共享”的美丽乡村
管理新机制，常态化的专业保洁队伍确保生活
垃圾“日产日清”。

算 上 今 年 ，村 里 已 举 办 了 7 届 梨 花 艺 术
节。真没想到，在我们村民看来再寻常不过的
梨花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人前来观光，而我也能
借机做点小买卖以补贴家用。待到入秋酥梨丰
收，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真的是一举两得！

临猗县猗氏镇黄斗景村村民王社民：

环境变好了 日子更红火

本版文图 范小艳 杨红文

临猗双塔临猗双塔（（摄于摄于20082008年年））

临猗新城建设初期临猗新城建设初期（（摄于摄于20132013年年）） 临猗新城中心广场临猗新城中心广场（（摄于摄于20142014年年））

临猗县关汉卿大剧院临猗县关汉卿大剧院（（摄于摄于20202020年年））

临猗县双塔公园临猗县双塔公园（（摄于摄于20202020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