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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市35周年发展看朔州之山阴县篇

1989 年朔州建市，山阴县划归朔州市管辖。35 年
来，山阴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
神和只争朝夕的创新实践，迎难而上，开拓创新，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社会事业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
高，谱写了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描绘出一幅
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县域综合竞争力进入全国前400
名、全省前10名，先后荣获“全国产煤大县”“全国产粮大
县”“全国畜牧强县”和“中国富硒小米之乡”荣誉称号。

迎难而上 争先进位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35 年披荆斩棘，35 年风雨兼程。在山阴县历届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
策部署，坚决以国家、省、市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坚持以新
思想指导新实践，以新战略谋求新发展，不断提升经济运
行质量效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89年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仅为 2.05 亿元，1998 年突破 10 亿元，
2010年突破百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县经济总量实
现快速提升，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31.7 亿元，比
1989年增长113倍。

财政实力由弱变强，实现飞跃式量变。1989年全县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有 2208 万元，2012 年增加到
10.6 亿元，2023 年达到 21.1 亿元，比 1989 年增长 96 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89 年的 816 元增加到
2023年的43888元。2023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47.1亿元，比1989年11360万元实际增长41.5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阴县对标省、市一流县域，在建设
山西北部市域中心战略目标中打造朔州城市“副中心”，在
融入桑干河生态经济带战略规划中汲取发展动力，在加快
北部“深加工制造”、中部“产城人融合”、南部“农文旅康
养”战略进程中担当作为、争先进位，山阴在朔州乃至全省
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经济发展实现了
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稳中提质，高质量发展按下了“快进
键”，“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任务正在稳步推进。

发挥优势 锐意改革
转型发展态势强劲
山阴县作为产煤大县，因煤而兴也为煤所困，为了改

变“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山阴县坚决扛起能源革命改
革试点责任，推动煤炭绿色转型，提高煤炭供应韧性，全
面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2023 年全县工业总
产值实现327.96亿元，比1989年1.25亿元增长262倍；原
煤产量3968万吨，比1989年268万吨翻了近15倍。

加快实施73.2亿元的华能2×100万千瓦“上大压小”
煤电项目，华能 10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储能发电、格盟
100兆瓦农光储氢一体化项目部分并网发电。2023年发
电量达到 80.6 亿度，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 231.3 万千瓦，
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43.8%。

充分发挥煤矸石、石灰石资源优势，以碳基、钙基和
固废综合利用为“三大主攻方向”，积极引进新材料“链

主”企业，抢占制高点、发挥新优势，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
能。赢胜、恒科等一大批转型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形成了
碳基新材料、钙基新材料、固废综合利用、陶瓷纤维、电池
负极材料五条产业链条。过去荒无人烟的盐碱滩，如今
商贾云集。目前，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入园企业39
家，其中规上企业21家。成功申报山阴奶牛、富硒小米、
钙基材料 3个市级专业镇。化工、新材料、绿色食品 3 条
产业链入选全市重点产业链行列。

深化文旅康养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成长城遗
址遗迹基础设施建设、旧广武历史文化名村建设、长城博
物馆装修改造项目，建设长城一号旅游公路40.5公里，全
力打造南部农文旅康养集聚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初具
规模。广武国际滑雪场当年建成、当年运营，日均接待游
客2000人，最高峰达4000多人。成功举办广武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发展论坛、广武长城文化节等活动。广武国际
滑雪场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体育总局确定为第三批国
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

随着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和集聚发展，产业集群化、
专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山阴县呈现出从“一煤独大”迈向

“多业支撑”的生动图景。

立足三农 夯基固本
振兴乡村幸福加码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35年前，山阴县农业生产基础

单薄，一半以上农田“靠天吃饭”，粮食产量较低。1989年
粮食产量1.7亿斤，农业总产值只有14491万元。畜牧业
以农户养殖为主，奶牛存栏12907头，鲜奶产量32883吨。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近年来，随着“特”“优”战略的
实施，全县以种粮为主统筹农牧融合发展，农业生产持续
增长。2023年，建设高标准农田4.7万亩，农作物播种面
积 93.5 万亩，杂粮种植面积 22 万亩，粮食产量达 6 亿斤，
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 291393 万元,比 1989 年增长 20.1
倍。完成农业农村部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
鲜奶产量达到 30 万吨。古城乳业集团年营业收入突破
14亿元，创历史最高。种植优质牧草20万亩，收贮40万
吨。2家养殖主体被省农业农村厅评为“省级示范社”和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山阴县农特产品企业商会、骏宝
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牧草基地建设及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被省工商联评为“万企兴万村”山西行动典型商会和典型
项目。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粪污
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100%，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从脱贫之路走向振兴之路，山阴县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践行“千万工程”经验成
效显著。投资2.79亿元建成93个和美乡村，基础设施和
服务功能实现提档升级，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完善，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实施“品牌战略”，创新营销新业态，加大古
城乳品、富硒小米、雁门香传统美食、老羊寨芦花鸡系列
卤制熟食、众福缘苦豆豆香包、塞外火山土系列杂粮、织
女泉土豆、喜大头富硒醋、马佳和西红柿罐头、百瑞源枸
杞、“醇膳”牌燕麦片等特色农产品销量额，增加农民收
入。随着销量逐年增大，也让山阴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
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9年的459元增加到

2023年的24606元。
沃野产业兴，乡村画卷美。随着，农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山阴县和美乡村振兴之路也在不断“提速”。

以人为本 倾心为民
民生答卷温暖厚实
道路桥梁四通八达，筑就发展根基；城市形象不断

更新，刷靓城市颜值；街头公园各具特色，点缀幸福生
活……

民之所需，政之所为，全力以赴办好民生实事，努力
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
质生活是山阴县委、县政府一贯的追求和目标。

35年来，山阴县始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仅2023年民生支出达到
33亿元，民生答卷更有温度厚度。

交通发展成就斐然。1989 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仅
有 341 公里，2023 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为 1633.255 公
里，公路密度达到 0.99 公里/平方公里，高速公路山阴段
91.884 公里；全县共开通城市公交线路 40 条、运营公交
车69辆，城市出租车保有量达到220辆。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跨线立交桥、洪涛大街及东延
线、西二环、荣乌高速山阴连接线、岱岳火车站站前街、广
场路建成通车，完成 13.5 万平方米八村一区街巷提质改
造，实现了县城及城中村全域集中供热，改造老旧小区
24个，新韵公园建成使用，“四馆两中心”建成投入使用，
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市面貌更加靓丽。

教育质量显著提升。1989年，全县只有257所小学，
在校生 2.28 万人；普通中学 37 所，在校生 1.19 万人。
2023年末，全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和幼儿园35所。其中
高中1所、职中1所，县直初中4所，县城小学9所，义务教
育民办学校3所，农村学校和教学点13所，县城公办幼儿
园4所。2023年底，全县共有中小学生和幼儿24192人，其
中，高中和职中4289人，初中5356人，小学10538人，幼儿
4009人。持续巩固“双减”成果，深入开展校园安全防范三
年行动，扎实推进教学质量提升、优秀校长选树、名优教师
培育、师德师风建设、优质生源巩固、数字化校园建设“六
大工程”，办学条件显著改善，高考成绩稳中有升。

健康山阴稳步推进。1989年，全县卫生机构仅有26
家。到2023年末全县有公立医院两家，民营医院3家，村
级卫生室193家，小区卫生室30家，乡镇卫生院18家，个
体诊所109家，全县卫生机构拥有床位1530张。建成100
个托位的示范性公办综合托育机构，全国基层中医药示范
县创建通过省级初评，洪涛山老年颐养家园被省民政厅授
予“山西省五星级养老机构”称号，成功承办省第十六届运
动会羽毛球比赛、省跆拳道俱乐部联赛、第二届“华夏煤业
杯”自行车公开赛暨环三晋自行车联赛等大型赛事活动。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深入实施“人人持证、技能社
会”全民技能提升工程，扎实做好重点群体就业，荣获全
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荣誉。乡镇就业服务站实现全覆
盖，建成县零工市场并投入运行。积极推进全民参保，持
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严格落实医保分类资助，低
保、五保、孤儿、重度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参保资助资金全
部划转到位。积极推行“一站式服务”“业务下沉”等便民

措施，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全面实现“一站式结算”。
生态底色愈加厚重。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持续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河头村跨界考核断
面水质达到地表水 IV类标准，水峪口饮用水源地达到地
下水质量标准 III类标准，桑干河湿地公园晋升为国家级
湿地公园。2023年二级以上天数313天，全省排名第12，
改善幅度排名朔州市第一。

平安建设纵深推进。合盛堡乡“炕头+地头”工作法
入选全国 104 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北周庄镇化解企
地矛盾纠纷“商、建、处、创”工作法成为全省新时代“枫桥
经验”先进典型，北周庄村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夏家窑、河曲堡、古城等5个村被省司法厅、民政厅
评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净化生态 从严治党
党的建设不断加强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山阴县坚决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学思践悟，把握关键重
点，注重建章立制，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分级分类进行学习培训。
扎实开展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行动，压紧压实主
体责任，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深化社会治理创
新，被省委确定为全省转型综改集成牵引性改革试点县
和党建引领基层网格治理试点县。全面从严治党，深入
推进清廉山阴建设，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坚持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典
型案件，打好惩治震慑、制度约束的“组合拳”，系统施治、
标本兼治的综合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县营商环境、干
部作风和社会风气显著改善，政治生态实现了持久的风
清气正。

实干托起梦想，奋斗赢得未来。2024年是新中国成
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山阴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
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
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阴篇章。

培育新质生产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大
力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和新型储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
体系。2024年前三季度，全县原煤产量达2058.95万吨，
洗煤1551.59万吨。大力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五家沟、水
泉、芍药花、酉宜四座智能化矿井建设已完成省级验收评
定，完成率全市排名第一。积极推动华能10万千瓦农光
互补光伏储能发电、格盟10万千瓦农光储氢一体化等5个
新能源项目并网发电，预计总电力装机容量可达到271.3
万千瓦，新能源占比达52%。大力推进广武国际滑雪场二
期工程、“月亮湖”生态度假区建设项目、广武数字电竞文
创园等三产服务项目。沿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重点打造苏
庄、新广武、旧广武、沙家寺等7个和美乡村示范点，培育

“蔬菜瓜果采摘+旅游”“民宿体验+旅游”等新业态。
聚焦项目建设。围绕产业转型、能源革命、城乡建

设、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立足资源、乳业、文
旅、区位、政策“五大比较优势”，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强大引擎，全面落实领导包
联、部门服务等帮扶机制，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深
化重大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实施 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276 项，总投资
388.4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123.8亿元。其中，新建项
目共183项，续建项目共93项。

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实施“放管服”“证照分离”“一
枚印章管审批”“大综窗改革”等系列改革，创新推出“一
次性告知”二维码、“小闹钟”提醒服务、“领导全程跟+上
下调研法”等简政便民措施，18家单位、39个窗口、188个
行政审批事项实现统一集中办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
项实现了全链条划转，充分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
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紧盯主导产业、
头部企业、重点项目，用足用好招商引资政策红利，加大
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的对接力度，统
筹做好项目策划储备和推进工作机制等，推动更多大项
目好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

推动乡村振兴。综合运用多种监测手段，不断强化
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力度，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按照“南奶、北肉”“南果蔬、中玉米、北杂粮”
产业布局，全链条推动农业“特”“优”发展。加大和美乡
村建设力度，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重点区域，
紧盯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出台制定《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行动方
案》，深入开展“五清一改”活动，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质量。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农民
群众文化生活，切实把农村建设成为农民心有所栖、心有
所依的美好家园。

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
实履行好保基本、兜底线职责，通过更多惠民生、暖民心
举措，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真正让发
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为目
标，提档升级市政公用设施。投资近 20 亿元，大力实施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连接线、经三路、经五路道路建设，东
城区雨污分流及老旧管网改造、第二污水厂建设、体育
场、全民健身中心、室外泵道建设、供热管网改造等 7 大
类、23 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效解决了一批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的水、暖、气、路等民生问题，城市功能品质不断
提升。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持
续拓宽社会保障广度，积极做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加快建设健康山阴。实施全民健身专
项行动，积极承办 2024 年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晋
超联赛）朔州市山阴县赛区比赛、长城一号旅游公路自行
车公开赛暨环三晋自行车联赛（山阴站）等活动。

大道如虹踏歌行，筑梦路上再出发。山阴县将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
心、锐意进取，用行动追逐梦想，用业绩诠释担当，张
开双臂去拥抱充满希望的明天，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新征程中交出更加优异的

“山阴答卷”。
（图/文：山阴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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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武国际滑雪场

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

山西古城乳业15万吨液态奶生产线外包装车间

俯瞰山阴县城俯瞰山阴县城
山阴新建场馆

万亩富硒有机旱作农业基地

新韵体育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