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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 GDP、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排名全市
第二，其他指标保持在全市第一方阵……今年
前三季度，临猗县经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项目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开展
好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壮大全县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临
猗县委、县政府始终将项目建设作为头等大事
来抓，抓招商、推项目、优环境，让项目建设不断
加速，使发展动能不断刷新。

近日，记者走进临猗感受重点项目建设的
生机活力，体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滚滚热
潮。

厚植“新”优势

新质生产力项目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采
用了颠覆性或者前沿性的技术，成为催生新产
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关键。这类项目能带给生
产力新一轮的跃升，因此备受临猗县委、县政府
的青睐。

山西东睦磁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睦磁
电”）年产 6 万吨磁敏感材料建设项目就是其中
之一。项目于 2022 年 11 月完成备案，总投资 7
亿元，占地 240 亩，总建筑面积约 81200 平方米，
共建设 4 座厂房、1 座办公楼及其他配套辅助设
施，项目建成后可年产 6万吨磁敏感材料。

走进东睦磁电厂区，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办
公楼明亮大气，厂区环境干净整洁，让人感受到
现代工业发展的魅力。“你要是前年过来，这还
是一片荒地呢。”东睦磁电综合部部长姚雷告诉
记者，“项目于去年 1 月动工，不到 1 年的时间就
开始试生产了，建设过程非常顺利。现在 1 号和
2 号厂房的设备基本安装完成，每月可生产磁敏
感材料 1000 吨左右。”

据姚雷介绍，东睦磁电的创立是东睦新材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睦集团”）在
粉末冶金新材料领域不断进行上下游产业链延
伸的结果。“2004 年东睦集团出资成立山西东睦
华 晟 粉 末 冶 金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 成 立 东 睦 磁
电。东睦磁电的成立标志着集团的产业链向下
游进一步延伸。”

产业链的延伸以生产磁敏感材料为载体。
在东睦磁电 1 号厂房，机器设备轰鸣着，磁

敏感材料加工的场面跃然于记者眼前。前几道
工序以铁粉为主原料，添加硅、铝、镍、钼等金属
进行混料、包覆、压制。

在压制环节，压机有节奏地一上一下运动
着，几秒之间，一个光滑的磁环就压制完成，顺
着传送带到达一处旋转着的圆盘，一名工人来
到圆盘前对磁环进行初步检查并将合格的磁环
送入下一步工序。“这个设备很智能，我只要操
作机器按钮就行了，一台压机一小时可以压制
上百个磁环，我一个人可以看 5 台机器。”成品区
的一名工人一边检测磁环质量一边告诉记者。

磁敏感材料的“敏感”体现在哪些地方，有
什么优势呢？“我们的产品具有低损耗、高饱和
磁通密度，并且更具有优异的温度稳定性与高
能量储存能力，可以用于高频电感、光伏发电、
新能源等领域。直白地说，只要是存在直流电
与 交 流 电 转 换 的 地 方 ，我 们 的 产 品 都 可 以 使

用。”姚雷说。
东睦磁电是临猗县“以企招商”及项目建设

的典型代表，依托东睦华晟，临猗县积极与东睦
集团合作，先后引进总投资 10.55 亿元的东睦华
晟软磁芯、东睦磁电磁敏感材料等 4 个项目，粉
末冶金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不久前，全国粉末
冶金常务理事会会议也在临猗县成功召开。

搭建“园”平台

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产业园区因为
能够吸引大量企业入驻、激发集聚效应而成为
转型升级的主力军、开放合作的主平台、改革创
新的主阵地。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科技创新
产业转移示范园项目（以下简称“产业园”）是临
猗县进行招商引资的平台，也是项目、产业、人
才集聚地。

走进产业园，17 万平方米灰白相间的标准
化厂房让人眼前一亮，配套的人才公寓正在加
紧建设当中，部分入驻企业正忙着赶订单，整个
园区给人一种活力满满的感觉。

据 悉 ，产 业 园 项 目 投 资 20 亿 元 ，占 地 251
亩，厂房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配套有电商 e
镇、三级物流体系、共享餐厅等服务设施，由临
猗县经开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管理。

目前，产业园已与 7 家企业签订入驻协议，
其中 4 家企业已入驻，分别为山西三颗树科技有
限公司、山西嵘耀智能电子有限公司、山西科通
智 能 家 电 有 限 公 司 、山 西 科 通 计 算 机 有 限 公
司。“在招商方面，我们的目标企业主要是智能
制造类、电子产品类等高精尖科技企业，这类企
业可以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未
来，产业园将围绕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
备、新产品、新业态积极打造‘六新’平台，努力
破解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产业园招商部
部长陈革表示。

入驻产业园后，园区能带给企业哪些帮助
呢？

山西科通计算机有限公司内，有线发光键
盘的生产正在进行中，只见一名女工将满是小
孔的木板放在一台机器上，机器抖动间一颗颗
小零件就进入了孔隙，几名女工将木板倒扣在
导电膜上，小零件就牢牢粘住了，接着导电膜顺

着生产线进入下面的生产工序……
除了键盘，山西科通计算机有限公司也生产

鼠标、迷你音响、耳机等电子产品。据悉，山西科
通计算机有限公司由江西省安瑞电子有限公司
投资建立，总投资 1.4亿元，全部投产后可年产键
盘 1000万个、鼠标 500万个，年产值可达 5亿元。

投产 1 年半以来，产业园帮助山西科通计算
机有限公司解决了不少难题。“别看这些产品
小，需要的零部件可不少，比如生产一个鼠标就
需要几十个小零件。科通公司使用的零件大多
来自深圳、江苏等地，采购起来不方便。为了帮
助他们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临猗经开投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利用自身的供应链优势为他们采购
原材料，让企业能够顺利生产。”陈革告诉记者。

在融资方面，产业园也给了科通公司很大
的帮助。“今年 2 月，在我们的积极协调沟通下帮
助科通公司成功贷款 300 万元，缓解了其资金压
力。”陈革说。

以产业园为平台，临猗县在深圳举办智能
制造产业招商引资专题推介会，成功引进星辰
云图、润泽极康等 3 家智能制造企业，正积极对
接十余家企业。

拓展“链”资源

临猗县源泰热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泰
热能”）原纸生产车间内，纸浆在机器的轰鸣声
中被加工成光滑洁白的原纸，天车将重约 1 吨的
卷轴搭在机器上，原纸被层层叠叠地卷成幅宽
3.57米、重约 2吨的纸卷。

后加工车间内，自动折叠机、自动包装机各
司其职，一包包抽纸被加工完成，等待发往全国
各地。

据悉，源泰热能占地面积 250 亩，建筑面积
5.4 万平方米，现有职工 270 余人，是一家集高档
生活用纸研发、生产、销售及热电联产为一体的
综合性民营企业，主要经营生活用纸、集中供
热、自备发电等业务。

自 2020 年以来，源泰热能先投资 1.9 亿元建
设临猗县工业园区热电联产项目，紧接着投资
2.6 亿 元 建 设 年 产 20 万 吨 的 高 档 生 活 用 纸 项
目。“目前，高档生活用纸项目的 8 条生产线及全
部公用工程已建成投入生产，4 条生产线正在调
试中，主要产品为生活用纸原纸、卫生用品用吸
水衬纸等。”源泰热能相关负责人王俊龙说。

原纸就是需要进一步加工的纸，日常生活
中经常使用的抽纸、卷纸等都是由原纸加工而
成的。为了延伸产业链条，源泰热能从上游纸
浆供应和下游原纸加工两方面入手进行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发挥公司在临猗生活用纸产业
上的领军作用。

从上游来说，源泰热能与中国专业的林浆纸
供应链运营商厦门建发浆纸集团有限公司建立
了合作关系。今年 8月 2日，双方签订了《投资协
议》；10月 23日，双方就临猗纸业园项目举行签约
仪式。“与建发集团合作后，我们将获得稳定、低
价、持续的原材料供应，这对公司发展和临猗生
活用纸产业发展壮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下游来说，源泰热能正在积极拓展产品
种类。源泰热能规划建设年产 5 万吨可冲散可
降解无纺布（湿厕纸）建设项目，目前一条生产
线已经建成，其余生产线在有序建设中。“这个
项目的主要产品是添加了莱赛尔纤维的无纺布
材料，特点是可降解、可冲散、无污染，可用来做
湿厕纸、湿巾，产品的附加值更高，市场认可度
更好。”王俊龙告诉记者。

从整体上来说，围绕“浆板—原纸—复卷—
后加工”的链条，临猗生活用纸企业数量已达到
11 家，包括 2 家原纸生产企业、8 家生活用纸后
加工企业和 1 家电子商务企业，产业年产值已超
过 50亿元。

从新材料项目到产业园再到生活用纸，一
个个项目有序推进，一项项成绩令人振奋，反映
了临猗县全力推动项目建设的有力举措。

“前三季度，我们从完善机制强调度、强化
保障破难题、严格奖惩压责任三方面入手，坚决
有力推项目，激活发展动能。下一步，我们将在

‘两重’‘两新’领域再发力，在‘特优’农业和现
代物流产业上求突破，以改革为统领，以项目为
支撑，全力以赴拼经济，为全市项目建设和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临猗县委
书记靳国全表示。

今年以来，市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农业领域
专项工作组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建设
高标准市场体系决策部署，从完善农业领域产权
保护制度、深化农业领域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农
产品供给质量、完善农产品营销渠道 4 个方面发
力，着力破解农业领域供需流转、产业协同、区域
协调的瓶颈，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有效提升农业效
益，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深化要素市场改
革

市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农业领域专项工作组
大力实施村集体经济壮大提质工程，加快推广应
用，确保“两个平台”县级全覆盖。截至目前，全市
在省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上，已累计放款 38
笔，金额 440.03万元。

落实《山西省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组
织人员赴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晋城市
泽州县考察学习，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农村宅基地
管理，稳步推进我市农村宅基地管理与改革工作
汲取经验。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探索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措施，强化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手
段，建立侵权纠纷案件快速处理机制，切实保障品
种权人合法权益。结合运城实际，制订并印发《关
于印发 2024 年运城市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方案》，
强化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今年上半年，农业领域专项工作组通过努力
争取、做好调研、抓好管理，做好资金和任务分配，
持续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

农业领域专项工作组积极落实山西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提升农业资金利用
效率。同时，持续做好农技人员进村入户精准服

务，发挥特聘农技员作用，推进临猗、芮城村级农
技员试点建设，依托滴滴农业、中农乐等模式，推
动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建
设，提高主推技术、主推品种的应用，加强农技推
广体系建设。加快新绛国家数字设施农业示范基
地的建设运营，实施夏县、芮城省级智慧农业示范
县项目，在新绛县、夏县等地实施智慧农机社会化
服务区域中心试点，示范推广以“棚掌柜”为主的
设施农业智能化管理系统，加快市级智慧农业云
平台运营，完善乡村资产和服务平台建设，促进农
业农村重点数据互融互通，加快数字农业建设。

推进农业专业镇建设，打造“运”字号
农业品牌

今年以来，农业领域专项工作组不断推进农
业产业强镇建设，打造了一批品质过硬、特色鲜
明、带动力强、影响力大的“运”字号农业品牌。

我市加快推进稷山、临猗、新绛 3 个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扎实推进晋南苹果国家产业集
群项目、夏县南大里乡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建设，积
极申报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争取建成一
批苹果村、蔬菜村，扎实推进 3 个市级特优农业专
业镇建设。

同时，深入实施“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
三年专项行动，聚焦重点品种，严打禁限用药物违
法使用，严控常规药物残留超标。印发《春季农资
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切实抓好 2024
年春耕备耕期间农资质量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关于组织开展“农资忽悠团”整治百日行动全面
深化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以
化肥、农药、兽药等农业投入品为重点的“打假”

“打非”“打违”专项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的新要求，建立了大宗食用农产品全
覆盖监测、特色小宗品种轮动监测、重点问题品种

连续监测的工作机制。目前，市县两级完成定量
检测抽检样品 7056 个，完成率 85%；市级监督抽查
抽检样品 185个，完成率 88.1%。

农业领域专项工作组对全市农产品产地冷藏
保鲜库和农产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建设需求进行
了调查摸底。临猗、万荣、稷山 3 个果蔬主产县推
进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建设。同时，积极申报 2025
年产地冷链集配中心项目。

我市坚持绿色低碳，以全面叫响“运农优品”
为重点，持续推进“运城面粉”“运城苹果”“运城蔬
菜”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着力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持续推进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圳品”等
农产品品牌创建工作，推动建立“区域品牌+企业
品牌+产品品牌”“三农”矩阵，成功申报夏县西瓜
品牌强县项目，持续打造品质过硬、特色鲜明、带
动力强、影响力大的“运”字号农业品牌。

截至目前，我市共申报绿色食品 41 家企业、84
个产品，获证 9 家企业、11 个产品；申报圳品 10 家
企业、32 个产品，提交省级审核 10 家企业、32 个产
品 ；申 报 全 国 名 特 优 新 农 产 品 6 个 ，获 证 产 品 3
个。申报各类品牌总数达 122 个，位居全省前列。
全年认证绿色、有机、圳品、全国名特优新等农产
品 60个。

我市充分发挥展会平台作用，通过“展、品、
演、宣、谈”等形式，开展销售推介和贸易合作，持
续提升运城特优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
率。抢抓“与辉同行”山西行活动机遇，组织老冯
家、福同惠等 20 余家农业企业参加品牌推介，短短
3 天时间成交 36 万单，销售额超 1000 万元，为运城
农产品品牌打造助了一把力。同时，持续加大上
海运城特色农产品展销中心建设力度，择优组织
22 家企业、30 余种名优产品入驻运城特色农产品
展销中心，运城苹果、天之润、老张家花椒酱等品
牌产品销量明显增长，累计销售量达 5万元。

市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农业领域专项工作组“四个”发力

补齐短板弱项 提升农业效益
本报记者 范 娜

近年来，随着河津市中心城区机动车
保有量快速增长，“停车难”问题越来越
突出。为切实回应群众的呼声，补齐城市
功能短板，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河津市通
过对市区闲置资源有效盘活、边角空地有
效利用，优化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扩展停
车泊位，以及错时开放机关停车场等方
式，多渠道增加停车场、停车位，减轻市
民停车难，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逐步增
加。

在河津市理想国南教育港停车场项目
施工现场，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工人们
正在进行混凝土路面硬化等工作，大家分
工明确、密切配合，呈现一幅热火朝天的
项目建设景象。据了解，该停车场共规划
建设 141 个停车位，预计 11 月底就可建成
投用，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快补齐河津市区
公共停车设施短板，有效缓解“停车难”
问题。

新兴路 （万春街—209 国道） 周边沿
街商铺多，居民楼林立，人口密度大，停
车难一直是困扰周边市民的一大难题。记
者在新建的新兴路示范段停车场看到，干
净整洁的环境，宽敞充足的停车位，车辆
按照箭头标识整齐停放。原本这里有一大
片废弃建筑物，草木丛生，垃圾遍地，经
改造后，不仅道路通行方便，也使附近居
民 的 停 车 和 生 活 等 得 到 了 较 大 的 提 升 。

“以前开车，路边的停车位都非常紧张，

经常停车时找不到车位，得碰运气才能捡
个‘漏’。现在市区建设了好多停车场，
我们出行方便多了。”市民李国深有感触
地说。

市区“停车难”问题一直受到河津全
市上下的关注，为破解城区停车难题，河
津市连续多年将停车场建设列入“补短
板、惠民生”工程，由住建部门牵头，在
前期充分摸清底子的基础上，列出工作清
单分步推进，通过见缝设“场”化解“城
市烦恼”、彰显“城市温度”。近两年，已
累计在市区规划新增 6 个停车场 598 个停
车位，并持续对老化褪色、模糊不清的停
车位进行补划更新。同时，引导市民文明
停车，真正提升城市整体文明秩序和形
象。

此外，河津市还全面梳理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区的停车情况，制订停车资源
共享方案，实行错峰停车，机关、企事业
单位等公共建筑的停车泊位夜间对外开
放，社区的停车泊位白天向社会开放。截
至目前，河津市委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落实
错峰停车位约 180 个；城区街道协调 4 个
临街社区落实错峰停车位 38 个；住建局
通过租赁或出售的方式盘活停车位约 900
个，落实盘活车位 1118 个。河津市便民
停车场的建设不仅为城市“疏脉活血”，
增强了安全性和美观性，更让广大市民收
获了“停车有位，幸福加倍”。

停车有位 幸福加倍
——河津持续推进便民停车场建设小记

本报记者 余 果 通讯员 赵阳飞

本版责编 朱 姝 校 对 孙 勇 美 编 冯潇楠

图① 山西东睦磁电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
人在生产磁敏感材料。

图② 山西科通计算
机有限公司内，工人在给
键盘导电膜粘贴零件。

图③ 山西科通计算
机有限公司内，工人在组
装鼠标。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聚 焦聚 焦 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

临猗县坚持不懈抓招商临猗县坚持不懈抓招商、、推项目推项目、、优环境优环境——

项目项目““加速加速”” 动能动能““刷新刷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星星李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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