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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巨变 ·夏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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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在新发展格局中彰显夏县作为

夏县是传统农业大县。近年来，夏县坚持

打造“现代农业强县”战略定位不动摇，在农业

产业、人居环境、乡村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三农”事业不断迈步向前。

夏县围绕司马光葡萄、夏鲜蔬菜、夏乐西

瓜、鲁因红枣、埝掌花椒、胡张小麦、胡张油桃、

泗交茶叶八大产业，全力打造八大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目前，围绕司马光葡萄、胡张油桃成功创

建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夏鲜蔬菜成功创

建了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夏县西瓜”入选“运城

城市名片”，“夏县花椒”通过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

认证，“厚民晋茶”结束了山西不产茶叶的历史。

千年红枣园、有机旱作小麦示范区等优质产业园

区，为实现“县有产业体系、乡有特色产业、村有主

导产业、户有致富门路”发展目标，示范带动全县

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农村美不美，关键在治理。在环境整治方面，

夏县坚持“清、拆、改、种、建”五治并举，深入实施

“拆违治乱、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卫生

乡村”五大专项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在

美丽乡村建设方面，今年该县提出打造“四片两

带”美丽乡村建设，以 5个乡镇 29个村为重点，集

中打造 4个美丽乡村示范片，围绕庙前 10个村打

造美丽乡村示范带、围绕山区 16个村打造沿黄美

丽乡村示范带，为农村创造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

奠定了良好基础。

近年来，夏县坚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

升乡村治理水平，探索推行自治、法治、德治“三治

融合”的乡村治理新路径，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和

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水头镇、庙前镇西村分别上

榜“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为全县乡村治理树立了鲜明标杆。

现代农业强县

发展高质高效农业 建强宜居宜业乡村

夏县全面落实“文化旅游强县”发展战略，

立足文旅资源优势，精心谋划文旅项目，以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打造休闲、

康养、研学、自然山水等旅居产品，使文化旅

游业成为夏县最具带动性的战略支柱产业。

全面夯实发展基石 ，重点打造龙头项

目——夏都文旅新城项目。该项目总投资60亿

元，以温泉康养、休闲度假、会展中心为主题的多业

态融合发展，将为该县文化旅游产业大发展注入强

大动能。发挥自然山水优势，重点推进祁家河景区、

国家级泗交旅游康养度假区建设，构建生态田园、黄

河观景、中医（药）养生、精品民宿特色片区。着力于

文物保护利用，推进西阴遗址保护利用、禹王城遗址

保护等项目，建设中国考古纪念馆、禹王城遗址博物

馆。建设名人典故展馆，重点打造介子推文化馆、卫

夫人书法艺术馆、司马光廉政文化展馆等，推动名人

典故具象化，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快景区体

制改革，开展景区综合提升工程，司马温公祠成功创

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瑶台山景区成功创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堆云洞景区争创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做好夏都文章，将景区景点串

珠成链、连点成线，重点打造夏都名人游、生态康养

游、亲子研学游、醉美乡村游及魅力赏花游 5条精

品旅游线路，构建大旅游发展格局。加强公共文

化建设，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发

展综合性文化设施，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公共

文化数字化建设。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以全县 11

个乡镇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为引领，发展多种形态

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和特色庄园，打造生态环境优

美、休闲活动多元、农业生产集约高效的高品质乡

村旅游体验区。

夏县将着眼于融合化、品牌化、产业化、全域

化，以融合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奋力开创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文化旅游强县

聚力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文化旅游强县

夏县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集中

优势资源，强化政策支撑，优化产业布局，聚焦

“六新”突破，培育壮大转型发展新动能。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行动。该县现有省

市“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业 6家，1家企业已

通过“两化融合”贯标；正在实施工业投资项目

24个，总投资 25.1759亿元，今年 10个工业项

目将竣工投产。

推进发展新装备。安瑞风机等装备制造业骨

干企业加快工业强基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工业转

型升级。晨丰交通专用车生产、金商新材料地铁

制动配件生产等项目正在建设；新引进投资 3.1

亿元的广鑫机械年产 100万吨汽车零部件项目、

投资 2.5 亿元的畅达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制造项

目、投资 2.8亿元的广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汽车

零部件加工项目，加快发展特种车、新能源、汽车

零配件制造系列产品，大力建链、延链、补链、强

链。

做强生物医药大健康。依托“全国中医药

工作先进县”优势，好大夫制药中药材加工项

目、瑶峰菊花药茶项目、天嘟生物研发实验室等

项目相继开工建设、竣工投产。同时，谋划预备

了瑞生洋灵芝及食用菌现代化栽培基地建设、

瑞颖食品食用菌饮料加工项目，逐步形成了融

制药、咨询、护理、康养为一体的生物医药和大

健康产业。

突破新材料研发。“十四五”时期，该县将围绕

“新型钢铁、化工中间品、建筑新材料”三大材料领

域，在新材料领域取得新突破。在运力化工、运盛

化工硝酸铁和石化行业催化剂前驱体、氧化镁材

料等领域精准发力，集中开展品种、工艺、技术和

装备攻关；翔天钢铁高强钢项目已经纳入转型规

划，加快形成占据价值链中高端的新材料产业发

展体系，打造新材料产业聚集区。“十四五”时期，

该县化工产业产值年均增长将超过 20%，绿色建

材产业产值年均增长将超过25%。

新兴产业强县

注重“六新”引领 建设新兴产业强县

▲▲夏鲜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夏鲜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

山西宇达青铜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宇达青铜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夏县瑶台山风景如画夏县瑶台山风景如画

▲▲夏都体育中心效果图夏都体育中心效果图

1958 年，夏县以“四旁绿化”名扬全国，被

评为“全国四旁绿化模范县”。此后，该县又先

后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绿色小康县”

“中国绿色名县”“中国天然氧吧”等称号。

近年来，夏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沿着“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坚持高质量发

展要求，全力以赴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全县 171个

行政村实现村村园林化，400余公里绿色生态廊

道顺利建成，60余万亩农田“林网”全覆盖，板栗、

花椒等干果经济林面积达 10万亩。坚持建立健康

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目标，以森林质量提升为永

恒主题，以依法保护资源为发展底线，防控森林火

灾，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林

地面积增长到 89.7万亩，森林覆盖率增

加到 38.82%，林木蓄积量达到 287万

立方米。太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87%，已发现水杉、杜仲、

青檀、野大豆、黄耆等 5种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和东方白鹳、黑鹳、金雕、大鸨、金钱豹、原麝等 6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019年 12月，夏县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获得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备案，2020年 9月，《夏县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9—2030）》顺利通

过国家林草局组织的专家组评审。举全县之力、集

全民之智、聚万众之心，夏县将竭力推进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传承乡村自然风貌，建设乡风浓郁的森

林乡村、森林小镇、森林村庄，提升广大群众的生

态福祉，书写“生态宜居”的绿色篇章。同步推进森

林网络、森林健康、生态福利、生态文化、组织管理

五大体系 33项指标建设。2020年年底，夏县已有

21项指标达标，力争2022年上半年各项指标全部

达到国家标准，申请国家核查授牌，为蹚出转型发

展新路厚植生态底色。

生态文明强县

接续绿色奋斗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夏县西村夏县西村

▲▲山西广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山西广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

“十四五”时期，夏县将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基
于经济总量翻一番的总体构想，结合“一极一核三带四强县”的战略
定位，按照“113456”总体思路，开篇布局，即紧紧围绕“一极带动，一
核拉动，三带推动”的发展布局，全力建设现代农业强县、文化旅游强
县、新兴产业强县、生态文明强县“四个强县”，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全域旅游化“五化同步”，实现乡村振兴、工
业崛起、文化旅游、改革开放、生态文明、民生改善新的“六个突破”，
在新发展格局中彰显夏县作为。

一极，即盐临夏一体化发展增长极。夏县要抢抓运城市打造盐
临夏一体化发展增长极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
部经济、康养经济、消费经济等现代都市经济，保护传承创新根祖文
化、华夏文化、忠孝文化等，营造山水融城、绿满夏县的自然生态，建
设布局合理、设施便捷、功能完善、产业兴旺、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管
理现代、安全宜居的发展增长极。

一核，即盐临夏同城化发展核心区。夏县要积极融入盐临夏一
体化发展布局，充分放大夏县承东启西、贯通南北、辐射中原的区位
优势，打通对内对外联系通道，补齐交通、生态、卫生等领域短板，积
极承接东部及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促
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系统谋划大县城发展和小城
镇建设，全域优化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打造高标准生态城市、高品位文化城市、高品质宜居城市、高
质量发展城市。

黄河流域（夏县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带。加强黄河中
游（夏县段）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保护、传承和
弘扬黄河文化，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全力打造黄河文明
旅游片区、生态旅游片区、农业振兴旅游片区。

中条山新生态文旅融合示范带。以中条山生态廊道为绿脉，串
联沿线生态文化资源，深入推进“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以泗交镇、
祁家河乡为主，辐射庙前镇、瑶峰镇、南大里乡、埝掌镇，重点发展健
康养生、生态旅游、高效林果、功能食品、中草药种植等产业，做优文
化、做强旅游、做美生态、做精康养，打造文化胜地、旅游高地、生态宝
地、康养福地。

涑水河新兴产业示范带。优化涑水河流域产业布局，规划建设
裴介“六新”产业集聚区，大力发展“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
新产品、新业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盘活水头工业园区闲
置土地，积极招引先进装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企业入驻园区；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推进传统工业
转型升级。

坚持胸怀“两个大局”，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特征，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打造“四个强县”：

现代农业强县。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提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益，加强农村创业创新，培育发展科技含
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省
级农业开发区，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走好“绿色化、特色
化、品牌化、集群化、融合化”发展路子，提升夏县农业在全市、全省乃
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地位。

文化旅游强县。实施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研究工程、精品文艺创
作工程、乡土文化振兴工程，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大力发展全域游、
全景游、全季游，着力打好“黄河、嫘祖、夏禹、介子推、卫夫人、司马
光、康养、美丽乡村游”八张牌，聚力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考古圣地、中条山生态国际旅游度假区”国字招
牌，努力将夏县建成“大运城新花园”，建成晋南新业态、新产品集中
地，建成晋豫陕三省一流、全国知名的休闲度假康养旅居目的地。

新兴产业强县。打好政府引导搭台、企业主体运作、区域精准合
作、外引内育并举、政策资源保障等产业发展组合拳，大力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围绕传统优势行业技术改造、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先进
制造业提质升级、绿色生态高效农业成长壮大、数字经济培育、文化
旅游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思路，抓好市场主体培育、新旧动能转换、
人才智力支撑，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提高新兴产业对全县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生态文明强县。厚植“两山”理论，坚持把“山水林田湖草”作为
有机整体进行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统筹“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两大路径，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
间的关系，科学、合理、有效地保护利用生态资源，真正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优势，让群众在生态建设的过程中获得收
益，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