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景迷人的生态廊道、绽放新颜的旅游景
区、如诗如画的美丽乡村……我市正在书写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再提
速。

2023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运城黄河促进中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城重要指示精神，坚
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这
个总牵引，不遗余力抓好政策研究、项目谋
划、工作协调、督促落实等相关工作。

谋划与项目同频

走进华鑫源钢铁集团产能减量置换升级改
造项目投资近 20 亿元的 1300 立方米高炉、100
吨转炉建设现场，绵延 1 公里的大型钢结构厂
房夺人眼球，4000 余名工人铆足干劲，100 多
台机器开足马力。该项目属于河津市“双十工
程”，标志着该市钢铁企业全部实现提标改造；

走进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这里已经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宽敞的智慧化生态停车
场、恢宏的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游客中心、
正在加紧施工的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游客集
散中心配套项目，一派繁忙景象。该景区依托
田园、关帝祖庙、古城商业等资源，规划了关
公文化沉浸、主题休闲娱乐、多元体验等业
态，着力打造关公文化创意产业休闲街区，这
一工程属于文旅融合“双十工程”之一；

除此之外，我市建成大运新能源汽车、正
威国际新材料产业园、建龙钢铁深加工、永济
蓝科途锂电池隔膜等一批标杆性、示范性重大
项目，奋力蹚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路。

2023 年，我市以工作谋划为切入点，做到
任务推进清单化。聚焦示范区建设总目标，坚
持长期和短期相结合、宏观和具体相结合、全
面推和重点抓相结合，挂图作战、稳扎稳打。
一是及时完善规划。启动 《创建黄河流域 （运
城段）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规划》 修
编工作，以八个“作示范”为框架，大力推进
盐湖保护利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建设“五条绿色走廊”、实施“一泓清
水入黄河工程”、“双十工程”等，进一步明确
了目标任务和推进路径。目前已形成初稿，并
已完成第一轮意见征求工作。二是细化方案任
务。印发 《运城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 2023 年行动计划》《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工作方案 （2023—2025 年）》《黄河
流域生态和文物保护重点工作 2023 年行动计
划》，完善工作体系，形成任务矩阵，明确工
作清单，做到任务、时间、标准、要求、部
门、责任人“六明确”，实现压茬推进、照单
落实，各项任务均按时序进度要求逐项落地。

同时，我市以项目为支撑，推动示范区建
设走深走实。一是实施“双十工程”。共谋划
实施项目 243 个，总投资 835.96 亿元，2023 年
计 划 完 成 投 资 120 亿 元 。 截 至 去 年 12 月 底 ，
228 个项目已开工，开工率 93.83%，完成投资
199.86 亿元，投资完成率 166.55%。二是打造

“五条绿色走廊”。共谋划 267 个项目，总投资
387.02 亿元，2023 年计划投资 102.02 亿元。截
至 去 年 12 月 底 ， 266 个 项 目 已 开 工 ， 开 工 率
99.63% ， 完 成 投 资 119.46 亿 元 ， 投 资 完 成 率
117.09%。同时，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申报黄
河流域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14 个，总投资
36.3 亿元，我市 4 个项目获得支持，占全省三
分 之 一 ， 争 取 资 金 2.5 亿 元 ， 占 全 省 四 分 之
一，项目数量与资金额度均位居全省第一。

下一步，运城黄河促进中心将继续夯实项
目盘子，强化项目调度。初步谋划实施 2024 年

“双十工程”“五条绿色走廊”诸多项目。与此
同时，加强项目督导调研，及时研究“双十工
程”和“五条绿色走廊”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
题，加快项目开工建设，持续推动项目建设取
得新成效。督促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协调解决工
作和项目建设中的困难、问题，确保服务到
位、督促到位。

生态与发展共进

稷山县翟店工业集聚区工业废水处理工程
用科技手段，为辖内每一家排污企业建立污水

“指纹”档案，并实时监控企业排污行为，一
旦 发 现 超 标 排 放 污 水 ， 通 过 比 对 污 水 “ 指
纹”，便可快速锁定排污企业，通过技防加人
防的方式，守护汾河水生态的安全。

河津市投资新建的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项
目，设计污水处理能力为 3 万立方米/天，还预
留了可以再处理 3 万立方米/天污水的建设用
地，基本满足了河津市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目标，该市还
规划建设农村污水处理站点 72 座，全部建成
后，农村污水基本可以实现全收集、全处理，

极大地降低农村生活污水对汾河水生态的影
响。

稷山县通过建设稷山汾河国家湿地公园，
实现了汾河北岸土壤改良、北岸植被和湿地植
被 恢 复 500 余 亩 ， 有 效 维 护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稳
定，丰富物种资源，使项目区的野生动植物资
源得到有效保护，使湿地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蓄水滞洪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保障了汾
河下游的水质。

我市坚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摆在事关全局的重要位置，围绕年度工作目
标，突出“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治
理，聚焦汾河、涑水河流域重点问题，开展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

由此，运城黄河促进中心一方面全面摸排
问题，拍摄了“运城市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警示片”，开展了市、县自查自纠，制订
摸排工作方案，召开了安排部署会和专题培训

会，组织 7 家单位 260 余人次，连续开展 5 轮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专项摸排，及时
发现风险隐患，补齐问题短板。

另一方面扎实推进整改，分别建立国家反
馈、市级自查、县级自查自纠、明察暗访新发
现问题 4 本突出问题台账，清单化逐条整改。
同时，形成长效机制，联合有关部门和各县

（市、区） 每月开展问题专项摸排，从组织架
构、人员配备、专业技术、日常监管、专项督
查、群众教育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形
成及时发现、立行立改、长期坚持的整改措
施，坚决守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底线。

沟通与合作并行

去年 7 月，由运城黄河促进中心协调国家
有关部委领导和沿黄 9 省 （区） 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在我市召开规范黄河流域
各类公园建设现场推进会，并组织现场观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郭兰峰对我市
示范区建设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去年 8 月，联合长安大学黄河研究院在我
市举办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
坛，围绕推进示范区建设出谋划策，创新路
径；

去年 11 月，举办了“河东大讲堂”，邀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
心四处主任张燕作了专题讲座；在夏县举办了
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培训
班，全面展示我市示范区建设的做法和成效。

一年来，我市坚持以举办高规格活动为契
机，积极展示示范区建设新成效，打造运城新
名片。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区域合作，并取
得明显成效。

我市充分用好关中平原城市群、晋陕豫黄
河金三角区域合作等重大政策，坚持开放合
作，加强区域协同，打造开放高地。一是明确
任务。印发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2023 年区域合
作工作计划》《运城市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
合作 2023 年工作计划任务分解方案》，推动工
作衔接落实。二是深化交流。积极参与关中平
原城市群联席会议、组团参加第 13 届西部国际
物流产业博览会，签署关中平原城市群文旅联
盟、住房公积金协同发展等一系列合作文件。
参加第 16 届大关中发展论坛，提出大中小城市
协调发展建议。三是编制规划。加快推进 《晋
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先行示范区规划》 编
制工作。目前，规划已基本定稿，正在征求陕
西省渭南市、河南省三门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及永济市、芮城县人民政府意见。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凝聚四市合力，强化
区域合作。一是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完成 《晋陕
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先行示范区规划》。二
是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 《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管理办法》 及考核指标体系要
求，制订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建设工作推进方案，加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
建设，完善承接产业转移机制，推动黄河金三
角地区有力有序有效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争
创优秀示范区。

我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又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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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新欣）“咚咚咚”的鼓声响
彻云霄，2 月 16 日，黄河大梯子崖景区人头攒动，

“登天梯，跃龙门”成为今年春节假期许多游客的
选择，随着黄河大鼓的擂响，景区内的节日氛围
也到达了高潮。

“在黄河边看黄河大鼓表演，感觉很有气势，
令人热血沸腾。”从上海返乡的游客任女士满脸
喜悦。

黄河大梯子崖景区位于晋陕大峡谷龙门段，
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现有千年古道梯子
崖、七里画廊桃花谷、北魏遗址倚梯城 3 个核心
景观。梯子崖为北魏军事古栈道，共有 365 级台
阶，悬壁峭立，盘旋而上，有“天下黄河第一挂壁
天梯”的美誉，许多游客便是因之慕名前来。

景区工作人员陈海燕介绍，为丰富春节假期
期间游客的文化生活，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
景区准备了各类精彩纷呈的节目，除黄河大鼓之
外，还有高空扁带表演、舞龙、舞狮、晋南锣鼓、花
鼓、腰鼓、华阴老腔等等，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游
玩体验。

“这样的民俗活动很有特色，让我们在欣赏
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的人文风情。”
来自西安的王先生一边欣赏表演一边说。

“景区每天的人流量约 1.2 万人，35%的游客
来自运城及省内其他城市如太原、临汾等地，
65%的游客则来自其他省市，如北京、陕西、浙
江、山东等等。”黄河大梯子崖景区总经理杨博介
绍道。

黄河大梯子崖景区：民俗活动迎客来

本报讯（记者 王新欣）近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布了 2023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融合发展示范名单。山西建龙的“绿色制造数
字化生产经营管控能力”项目成功入选“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中的“面向数字化供应链的
新型能力建设”方向。

据了解，近年来，山西建龙一直按照标准体
系要求，升级供应链创新平台，研发产销存运管
理系统，实现冶金规范—电商订单—生产计
划—生产排产—库存管理—发运管理的全流程
数字化管理。同时，借助工业互联网及大数据

技术，实现与外围客户的互联互通，通过整合市
场化产品需求，调整公司生产运营节奏，真正满
足客户的个性化产品需求。

与此同时，在“两化”标准体系架构下，山西
建龙规范生产、运营管理机制，定制开发及引领
推动适合公司生产销售的新型模式，围绕供应
链战略转型、管理变革、流程优化、技术升级、数
据开发利用 5 个方面实施机制创新，持续推进
提升生产全流程数据监控和资源整合、自动化
质量控制和快速检测、生产设备高效管理等方
面的建设质量。通过不断巩固企业供应链的深

度融合，提高其市场竞争优势，加强与客户间的
密切合作。

此次入围是对山西建龙行业数字化探索与
实践的极大认可，意味着该企业在提升生产设
备数字化管理能力，数字化供应链全程追溯与
安全管控，实现生产制造环节的互联感知，以平
台为依托的数字化供应链网络体系建设等方面
均走在了行业前列。未来，山西建龙将持续加
快数智化转型的步伐，将技术创新融入更多工
业场景，通过开放融合的生态模式，将平台技术
实力与落地应用能力做实做强。

山西建龙入选工信部2023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示范名单

探索数字化技术赋能钢铁行业

聚 焦 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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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河津市润
兴种植专业合作社巧打种植时间差，让设施农
业焕发生机，种出了增收致富的好“钱”景。

春节假期期间，在润兴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草莓大棚里，一颗颗鲜红欲滴的草莓散发着诱
人的香味，吸引了不少市民慕名而来采摘。

走进草莓大棚，眼前一片春意盎然，一颗
颗粒大饱满的草莓在绿叶中若隐若现，阵阵草
莓清香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前来采摘的
市民一边采摘，一边拍照，欢声笑语、其乐融
融。“今天和朋友们来采摘草莓，丰富了生
活，心情也好，是很不错的体验。”游客张海

丽提着篮子一边采摘一边说。
草莓大棚内，勤劳的种植户们正忙着管

护、采摘，处处彰显着乡村振兴的好“钱”
景。合作社负责人张辉笑得合不拢嘴，招呼着
一拨又一拨的游客进棚采摘。“今年的草莓上
市早，春节期间，草莓进入采摘旺季，采摘的
人也比平时多，加之我们大棚的草莓全部采用
有机肥和蜜蜂授粉，不仅提高了产量，还能让
客户吃得放心。”他说。

润 兴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共 种 植 了 16 亩 草
莓，精心管理迎来了大丰收，而高品质则让草
莓供不应求。张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

有 10 座大棚种植草莓，一亩能产 5000 多斤，
目前每斤卖 60 元左右，除去人工等成本外，
一亩地大约收入 8万多元。”

草莓的丰收不仅让合作社尝到了甜头，也
带动了周边村民共享这个“甜蜜事业”。“我在
这边工作一天能有 100 元收入，一个月下来能
赚两三千元。”正忙着包装草莓的村民张降泽
乐呵呵地说。

合作社除了采摘观光，还通过微信群进行
线上销售，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新鲜、优
质的草莓。通过这种组合销售的方式，每天的
销售额能达到 8000 元左右。

巧打种植时间差 设施农业“甜头”大
本报记者 余 果 通讯员 赵阳飞黄河大梯子崖景区黄河大鼓表演现场。 本报记者 王运涛 摄

图① 永济市滨湖公
园俯瞰图。

图② 河津武家堡生
活污水处理站内，工作人
员在监测水质。

图③ 游客在关公故
里文化旅游景区游玩。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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