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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市三季度项目建设综合考核结果
出炉，临猗县排名第一。

今年以来，临猗县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推动重点项目开足马力，争分夺秒赶
工期、抢进度。临猗县委、县政府坚持“项目是
第一支撑”的工作理念，全力用好“五抓一优一
促”经济工作主抓手，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
服务，抓落实、解难题，全县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效果明显。

11 月 8 日，记者前往临猗，感受该县快马加
鞭、铆足干劲，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蓬勃动力。

项目结构不断优化

在位于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的山西东
睦磁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睦磁电”），还未
进入厂房，一阵阵“哗啦哗啦”的金属与机器轻
轻碰击的声音就绵延不断地传来。

进入厂房，来来回回运送成品的叉车，戴着
白色手套手持刀片和砂纸修补像巧克力一样或
圆形或椭圆形磁块的工作人员，调试倒角机的
员工，一次抓取五个磁环进行检验并激光打码
的机械手臂，一派热火朝天的场景……

“这是我们年产 6 万吨磁敏感材料建设项
目的 1 号厂房。”就着“哗啦哗啦”的声音，东睦
磁电综合部部长姚雷大声介绍道，该项目今年
1 月开工建设，现在已进入试生产阶段，预计本
月底就能正式投运。

东睦磁电成立于 2022 年 8 月，是宁波东睦
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定位
为中国最大的 SMC 制造企业及集团磁电板块
的人才培养和输出基地，主要经营磁性材料生
产，电子元器件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
制造，磁性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等。产品涵盖
了从铁粉芯到高性能铁镍磁粉芯等全系列金属
磁粉芯产品。

该公司投资 7 亿元的年产 6 万吨磁敏感材
料 建 设 项 目 ，占 地 240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为
81200 平方米，建设生产厂房 4 座，生产辅助区
和办公用房各 1 座，配置热处理、成型、检测等
设备 876 台（套）。目前，一期工程 1 号厂房已建
成，设备已安装到位，已投产。综合办公楼正在
进行装修，预计春节前投入使用。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 18 亿元，税金
6000 万元，利润 8000 万元，解决 1400 余人的直
接就业。

“我们的产品有两大类，一是光伏产品所需
的磁块，二是节能家电类产品所需的磁环，都是
订单作业，客户多在山东、河北及浙江沿海一
带。”姚雷说，公司计划再用两年时间建成 2、3、
4号厂房。

东睦磁电年产 6 万吨磁敏感材料建设项目
只是今年临猗县实施的工业类项目中的一个。

不断优化项目结构，是临猗县增强发展新
动能的主要着力点。

临猗县 2023 年谋划建设项目 236 个，总投
资 345.56 亿元。续建项目 63 个，总投资 146.33
亿元；新开工项目 153 个，总投资 116.62 亿元；
前期项目 20项，总投资 82.61亿元。

在 236 个建设项目中，涉及产业类项目 176
个，总投资 204.25 亿元，投资占比达 59.1%，同
比增长 7%；完成投资 25.93 亿元，占全县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房地产）63.93%，同比增长 1.2%。

工业类项目除了实施东睦磁电年产 6 万吨
磁敏感材料建设项目外，还实施了豪钢重工年
产 3.5 万吨煤机锻造配件生产线项目、能源岛地
热趸热项目等 76个项目，总投资 150.43亿元。

在农业类项目中，临猗县实施了晋龙 600

万只蛋鸡养殖项目、千亩苹果“三新”示范园基
地建设项目、康顺达苹果精深加工低糖果蔬包
装车间建设项目等 84 个项目，总投资 28.95 亿
元。

今年，临猗县实施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
94 个，总投资 269.27 亿元。其中，省级重点项
目 5 个，总投资 35.88 亿元；市级重点项目 22 个，
总投资 129.26 亿元；县级重点项目 67 个，总投
资 104.13亿元。

“大”“好”项目不断涌现

在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一栋栋高楼
拔地而起，区内塔吊林立、车辆穿梭、机器轰
鸣，一片忙碌景象。

“这是公寓楼，这是综合服务楼，主体都
封顶了。这是 3 号厂房，正在封顶。”在临猗
农产品加工园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工地，临猗示范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亨指着一栋栋在建的高楼一一介绍道。

临猗农产品加工园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
建设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占地 36.23 亩，总
投资 2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1 亿元，主要建设
3 栋 4 层标准化厂房、1 栋地下 1 层地上 5 层的
综合服务楼，以及 1 栋地下 1 层地上 5 层的人
才公寓，总建筑面积 45980 平方米，其中厂房
面 积 37183.52 平 方 米 ， 综 合 楼 及 公 寓 面 积
7269.39平方米。

“项目于今年 5 月份开工建设，3 号厂房这
两天就封顶了，1 号厂房正在建主体，2 号厂
房地基也已经做完，预计明年五六月份项目就
能进入试运营阶段。”李亨说，项目建成后，
将极大拓展示范区核心区的发展空间，进一步
强化示范区核心区食品园的功能和作用，成为
企业集聚、服务集中、功能集合、土地集约的
新型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平台。

临 猗 示 范 区 投 资 运 营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注册资金一千万元，股东
为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主营

业务包含建设工程、基础设施、仓储服务、物
流园代理服务、车辆、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
经营、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建设、园区投资建设
及运营管理、土地开发等。

临猗县各相关部门紧紧围绕项目需求，主
动靠前服务，把工作做在前面，确保资金一到
位，项目就能迅速开工、落地见效。从项目签
约到落地，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点对点
研究存在的问题，一对一推进工作落实，协调
解决制约项目开工的堵点、难点，积极协调相
关部门搞好前置服务——

在抓实土地保障方面，该县自然资源部门
充分考量，加强研判，多研究上级文件，多与
上级沟通，加快报批进度，争取在最短时间内
帮助企业解决项目用地问题，保障土地的供
给；

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各相关部门及时了
解企业遇到的难处，尽快谋划、提前动手，第
一时间解决道路、供排水、污水管网和供电、
供气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问题，高
标准、高质量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为企业解决
后顾之忧，实现县企共赢发展；

在优化审批服务方面，临猗县发改、工科
及行政审批等部门不断强化合作，紧盯项目审
批动态，对企业遇到的各类手续问题，及时组
织协调加快办理，继续简化企业审批程序、优
化手续办理流程。同时，积极跟踪项目审批动
态，制定剩余未办理前期手续作战图，把办理
手续时间分解到日、责任到人，简化程序、优
化流程，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增强服务企业质
效；

在保障投资要素方面，一是争取投资，围
绕投资导向，组织重点项目单位积极呈报项
目，多次向上级汇报工作，加强沟通，多方争
取投资，为项目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二是协
调贷款，协调县金融服务中心等，组织各金融
机构、重点项目负责人召开金融支持重点项目
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暨政银企对接会，进一
步加大金融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力度，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

正因为以上种种举措，临猗县在今年实施
的众多项目中，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涌现。亿

元以上项目除农产品加工园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外，还有涑水河临猗段河道综合治理
提升工程及旅游公路建设项目等 63 个项目，总
投资 303.3 亿元，投资占比 87.8%；目前，已完
成投资 23.79 亿元，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
房地产） 58.65%。

建设速度不断加快

临猗县对项目建设全程提供的“保姆式”服
务，不光体现在产业项目上，更是体现在民生项
目上。

供暖是关系每个市民冬季取暖的民生大事，
为了解决城区不断增加的供暖面积的供热问题，
临猗县通过招商引资，把中石化新星双良地热能
热电有限公司从太原招引进来，在临猗成立了分
公司。

“分公司成立后，我们就着手进行临猗县能
源岛地热趸热一期项目建设，项目在今年 7 月份
开工。”在临猗县供热有限公司大院内，指着眼
前仍在紧张施工的能源岛和井架，临猗分公司总
经理任鑫杰介绍道，除了地面上的能看到的这
些，地下还有两公里长的管廊、管线。

在能源岛旁边空地上，放置着电热泵、换热
器以及多台配电柜。任鑫杰说，再 20 天左右这
些设备就全部搬进能源岛了。到时，钻井和能源
岛相互配合，就可以为临猗城区居民供热了。

中石化新星双良地热能热电有限公司临猗县
能源岛地热趸热一期项目属于临猗的新建项目，
总投资 1.03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0.5亿元。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是新建能源岛 1 座、地

热井 16 口、DN400-DN200 地热水管线管沟长
2509 米及地热井附属设施。”临猗县供热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鹏云介绍道，项目建成后，总供暖能
力 47.49GJ，可增加临猗县 100 万平方米的冬季
供暖面积，同时减少煤炭消耗，提升热电联产效
益，改善生态环境。

截至目前，能源岛土建工程方面，二层主体
已完成浇筑，一层正在进行地面基础施工，设备
已陆续到货。钻井进展为第一井场中 1#2#井已
钻探完毕；第二井场第 1#井已具备钻探条件，
准备开钻；第三井场目前占地问题已协调完毕，
钻探队伍正陆续到场。

7 月份落地，11 月份投运，对于项目能如此
迅速地建设，中石化新星双良地热能热电有限公
司市场总监郑旭军十分感慨：“毕竟我们是外来
企业，对临猗各办事机构不熟。这个项目从办理
施工手续，到现场协调老百姓的用地，遇到的所
有困难都由县政府和供热公司出面解决。”

郑旭军说，总公司很重视这个项目，抽调了
很多公司精英组建项目部驻扎在临猗，这是民生
工程，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

快些，再快些，不断加快项目建设速度，已
经成了临猗县各部门的一致选择。自 7 月份以
来，临猗县开展了“项目大会战”专项行动，组
建了 4 个攻坚队，集中力量在招商引资、前期手
续办理、要素保障、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
目前，236 个建设项目中，已竣工 53 项，正在建
设 153 项，1 月—9 月份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0.56亿元，同比增长 10.3%。

同时，临猗的民间投资也在不断增强。在所
有建设项目中，民间投资项目共 163 项，总投资
195.04 亿元，投资占比 56.44%，同比增长 6%；
完成投资 22.83 亿元，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不
含房地产） 56.3%，同比增长 2.4%。

在全市三季度项目建设综合考核中排名第一——

临猗临猗：：项目建设快马加鞭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本报记者 范 娜

聚 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

本报讯（记者 董战轩 通讯员 杨通情）近
年来，河津市坚持“五先协同、三动融合”（党建争
先、转型率先、改革抢先、民生优先、实干当先，创
新驱动、项目带动、环境促动）高质量发展思路，同
步推进产业转型和数字转型“两个转型”的战略任
务，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着力构建

“政策引领、科技赋能、金融助力、人才支撑”的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

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转型。深入推进传统产业
绿色化、清洁化、智能化、链条化改造，推动 5G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加快应用。

锚定文旅先行推进转型。全力推进龙头景区
建设，积极指导 A 级景区创建工作，薛仁贵故里景
区目前已完成项目开工相关手续办理；加大工业
旅游发展力度，打造行业特色工业旅游线路，带动
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聚力数实融合推进转型。做好“数字政府”顶
层规划，构建“数字政府”建设的四梁八柱；加快推
进“两化”融合、能源互联网试点建设、乡村 e 镇项
目建设，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
足动力。

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转型。积极创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运城）示范区河津先行
区，大力推进全域生态修复治理，加快清洁能源应
用，构建绿色出行体系，推进绿色交通建设。

加大资金投入推进转型。通过专项债、政府
投资资金、产业基金等，拓宽“两个转型”资金渠
道，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贷款投放力度，
确保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得到满足。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转型。深入开展服务企业
专项行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企业开办

“2200”模式，建立项目管家机制，开通“重点项目”
建设绿色通道，创优营商软环境，增强发展硬实力。

下一步，河津市将紧扣“产值过千亿、经济回
百强，转型出雏型、奋斗创辉煌”战略目标，以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不断做强、做
优、做大数字经济，加快“数字河津”建设，争当全
省县域同步推进“两个转型”和数字经济全面发展
排头兵。

河津:同步推进产业转型和数字转型

本报讯（记者 范 娜）“这是我们合作社
的中药材晾晒场，这些中药材都是从各县收购
回来的。”近日，指着偌大的晾晒场，闻喜县辛村
远志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说道，在畖
底镇，像他们这样的中药材合作社约有 60家。

日前，中药材进入收获时节，闻喜县畖底镇

的中药材也不例外。在畖底，户均收入 10万元以
上的中药材种植户占到该镇中药材种植户的
90%，中药材产业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大
支柱产业。

近年来，畖底镇以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为抓手，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产业振兴为

主攻方向，根据县委“南菜北药”的产业发
展布局，积极引导支持群众发展中药材产
业。目前在种植方面，全镇 8.6 万亩耕地，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4.3 万亩，形成了 1000
余人的药商队伍，每天前往各地收售药材；
在加工方面，全镇共有 60 多家合作社，年
产值 8.2 亿元左右，去年有 20 多家合作社
产值过百万元。全镇中药材已经形成种
植、收购、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
链条。

闻喜县畖底镇：中药材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本版责编 朱 姝 美 编 张徐曼
校 对 郝鹏飞

图① 临猗农产品加工园标准化厂房项目现场，工人们在加紧建设。
图② 山西东睦磁电有限公司年产 6万吨磁敏感材料建设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
图③ 中石化新星双良地热能热电有限公司临猗分公司能源岛地热趸热一期项目在建

设。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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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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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乔 植）初冬时节，应季
蔬菜种类相对减少，但在夏县，正值迟菜心的
出菜旺期，连日来，山西供港蔬菜种植基地的
1500 余亩迟菜心进入了出菜旺季，工人们正
在地里加紧采收，预计采收上来的新鲜迟菜
心 2天后将会出现在粤港澳的市场上。

迟菜心俗称“菜树”，又名“高脚菜心”，是
南 方 的 特 产 蔬 菜 之 一 ，主 要 种 植 区 域 为 广
东。由于季节原因，广东每年的供应期为 12
月到第二年的 3 月份。夏县由于独特的地理

气候，每年的供应期可以从 3 月做到 12 月。
所以，每年的 11 月正值全国其他菜心产地出
菜断档期，这也使得夏县成为这个月内最大
的迟菜心供应基地。

山西供港蔬菜种植基地自 2019 年 9 月试
种菜心成功后开始大面积种植，如今，短短几
年时间，已建成完整的分拣、冷链储存中心，
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
此外，还通过流转土地、生产管理、配套设施
建设等为周边农户提供各类就业岗位。南菜

北种逐步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
产业。

据了解，去年 4 月，该基地上线了“智慧农
业控制系统”，利用“5G、物联网、云计算”等现
代信息技术，形成蔬菜安全追溯体系和市场
监测反馈体系，使蔬菜种植更加智能自动化、
科学便捷化。

据山西供港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赵兴介
绍，今年该基地已经初步完成智慧化农业的
一期工程，目前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自动化
喷灌以及智能监测，基地已经和山西农大以
及中国农业科学院一起合作，计划逐步培育
一些新的品种，以增强整个基地在市场上的
竞争力。

夏县：南菜北种 迟菜心进入收获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