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
打造“两山”理论实践高地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党的十八大以
来，朔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打造

“两山”理论实践高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

以全域绿化为目标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国土
绿化力度进一步加大，环市区“百公里生态长廊、百万亩
绿色屏障”基本形成，森林覆盖率达到 24.48%；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积极推进；

扎实推进地质灾害治理，全面开展采煤沉陷区、山体
裸露区、露天开采区“三区”生态修复；

推进能耗“双控”，坚决遏制“两高”项目，建立工作机
制，实现常态化监管；

持续加强生态补水，桑干河水质得到本质提升，沿河
生态持续改善；

实施水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推动 21 条雨污分流管网
改造，加强国、省考断面水质跟踪监测，实现持续稳定达
标……

“通过环境整治，路也干净了。房屋还给安排了抗震
改造，厕所都进行了提质改造。街道安了路灯，建起小游
园。”朔城区沙塄河乡大涂皋村村民宿小芳对村里的变化
赞不绝口。

朔州市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六乱”整治百日攻坚行动，聚焦交通沿线、村庄街
巷、农户庭院、田间地头等重点区域，因村施策，精细实
施，清理垃圾 170 多万吨，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山阴古城
村、应县石庄村还成功创建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在努力打造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宜居宜
业宜游美丽乡村的同时，朔州城市更新行动也在积极推
进。“治旧、建新、补短、保安、提质、增效”等六大行动，切
实改善了城市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2021 年，朔州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01 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排名居
全省第二，各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

一座座农家小院掩映在绿树红花中，一项项精品造
林工程让荒山旷野绿意盎然，一座座城市公园给市民带
来舒适的小憩空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今的朔州，变得越来越
美，愈发秀丽大气。

以“双碳”目标为牵引
打造能源革命创新高地

8 月 23 日，记者在山阴宝山玉井煤业智能化调度中
心看到，去年投入运行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严密监控
着输煤线路，一旦发生皮带松动或者脱轨现象，它就会及
时准确预警。

煤炭是朔州的支柱产业，推进智能化矿山建设已成
为煤炭企业转型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
来，朔州市紧扣“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发展方向，大力
推动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
不断提高煤炭先进产能占比。

到目前，朔州市的主要煤炭生产企业，物联网、5G 等
先进技术已经运用到矿井生产各个环节。不仅如此，朔
州还以建设智能化工作面为重点，着力提高矿井智能化
开采水平，大力推动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提高煤炭先
进产能占比。截至目前，全市煤炭先进产能占比已达
92%，建设完成 14 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预计到 2025 年
底，朔州市将建成 100 个智能综采工作面。

在山西诺浩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新能源车生产车
间，一辆辆技术升级的新能源矿用车陆续下线，相比传统
的燃油车，它的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在推动煤炭、火电传统产业转 型 升 级 的 同 时 ，朔 州
紧 扣“ 双 碳 ”战 略 目 标 ，加 快 光 伏 、风 电 、水 电 等 清 洁
能源和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以建设能源互联网试点
市为抓手，逐步构建起基于共享储能的风光储源端一
体 化 能 源 互 联 网 。 同 时 ，围 绕 碳 基 新 材 料 、钙 基 新 材
料 、固 废 新 材 料 ，打 造 新 材 料 产 业 集 群 ，并 以 创 建“ 全
国 重 卡 换 电 试 点 市 ”为 契 机 ，打 造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集
群 ，不 断 推 动 能 源 供 给 由 单 一 向 多 元 、由 黑 色 向 绿 色
转 变 。 目 前 ，朔 州 市 新 能 源 发 电 装 机 920 万 千 瓦 ，位
居我省第二、全国第五。

经 过 十 年 发 展 ，朔 州 产 业 结 构 正 朝 着 更 加 优 化
的 目 标 迈 进 。 高 端 陶 瓷 、新 能 源 、碳 基 新 材 料 、生 物
医 药 、草 牧 业 和 农 产 品 深 加 工 等 非 煤 产 业 加 快 发 展 ，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增 加 值 年 均 增 幅 高 出 煤 炭 行 业 4.7
个 百 分 点。

以“特色”“优质”为重点
打造农牧融合发展高地

朔州地处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交
融区域，是雁门关农牧交错带核心区，发展农牧
业的条件得天独厚。

党的十八大以来，朔州坚持“特”“优”方
向 ，推 动 粮 经 饲 统 筹 、农 林 牧 结 合 、种 养 加
一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以农机农经农技
为 重 点 ，立 足 建 设 雁 门 关 农 牧 交 错 带 核 心
区和“北肉”交易平台，全面打造农牧融合
发展 高 地 ——

全 市 去 年 粮 食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424.4 万
亩，粮食总产量 25.17 亿斤以上，超额完成省
定任务；

全市粮经饲比例稳定在 42∶23∶35，奶牛存
栏量、鲜奶产量、肉羊出栏量、饲草种植面积、人
均畜产品占有量、人均草牧业收入六项指标继续保
持全省第一；

全市省级龙头企业由 31 家增加到 43 家。骏宝宸牧
草产业化联合体等 8 家联合体获批成为省级示范联合
体；

怀仁市、右玉县入选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
集群……

田畴织锦绣，沃野涌新潮。农牧融合发展，不仅促进
了农业向着高质高效迈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也在进一步提速。

“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养殖、
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金
沙滩羔羊肉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建军介绍说，“目
前，公司上游关联产业涵盖 5000 亩紫花苜蓿种植基地 1
个、年出栏羔羊 18 万只合作社 3 个。下游关联产业拥有
年产 6 万吨羊粪有机肥公司一家，不仅实现了羊产业链
循环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农村脱贫致富。”

经过多年发展，朔州在优质肉羊、优质玉米、优质
奶源、优质牧草、优质杂粮、优质蔬果等“六大基地”上
取得明显成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得
到有效衔接，以特色农业、文旅、光伏等产业发展带动
稳定脱贫致富已成规模。全市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重始终保持在 8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
小至 2.25。

东 方 风 来 满 眼 春 ，潮 起 正 是 扬
帆 时 。 朔 州 市 将 以 永 不 懈 怠 的
精 神 状 态 和 一 往 无 前 的 奋 斗
姿 态 ，以 抓 铁 有 痕 、踏 石 留
印 的 坚 实 作 风 ，干 出 新 业
绩 、展 现 新 气 象 、实 现 新
作 为 ，以 优 异 成 绩 迎
接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 ！

①山西省科技成果转
化示范企业——诺成制药大
输液吹瓶机生产线上一幕。

②平鲁经济技术开发
区一隅。

③ 位 于 平 鲁 区 北 坪
循环工业园区的劣质煤综
合利用项目一瞥。

④怀仁市金沙滩羔羊
肉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一瞬。

⑤全省首个整装最大
的风电项目——平鲁大山
台风电场项目一景。

⑥朔城区神头镇桑干
河段景色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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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行走在秀美的朔州大地，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处处能感受到塞上绿都的绿色生态之美。

党的十八大以来，朔州坚决扛起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

市GDP从 2012年的 947.6亿元增至 2021年的 1420.6亿元，经济实力得到较快提升。今天的朔州，正按照省委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全力打造“四大高地”，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塞上绿都，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争先崛起，奋力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朔州篇章。

打造“四大高地”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塞上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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