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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兴县，展现出一

幅郁郁葱葱的绿色景致，阳

光倾洒之下，更显其勃勃生机与无限

活力。步入南山公园，仿佛踏入了大自然

的调色盘，翠绿的林木与绚烂的花朵交织成一

幅幅生动的画面，每一笔都透露出自然的鬼斧

神工，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心灵也

随之得到了净化与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兴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坚持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深入推进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

撑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绿色

转型之路，也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

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局面。

奋勇争先，守护蓝天碧水

“往昔此地荒芜一片，如今入眼处尽是绿意

盎然，美不胜收。而且空气质量之佳，丝毫不逊

色于繁华都市！”年逾九旬的温守慧老人，每日

都会手执拐杖，悠然漫步至晋绥边区革命纪念

馆西侧的公园。

近年来，兴县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逐一解决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机动车尾

气排放、城市扬尘、农作物秸秆焚烧、燃煤及餐

饮油烟导致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等突出问题，争

取每一天空气优良，争取 PM10、PM2.5 有效下降，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从破败、杂乱、陈旧、狭窄、拥挤的旧貌，蜕

变为如今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新颜，兴县的蜕

变令人惊叹不已！”来兴县出差的张先生漫步于

南山公园的蜿蜒步道上，随后沿着蔚汾河畔向

西行进，不禁感慨万分，“这条河流的重生，真是

一场奇迹！水流动起来，整个城市也随之焕发出

了勃勃生机。”

十年前，蔚汾河曾是条饱受污染之苦的河流，

河面漂浮着各式各样的垃圾，散发出令人掩鼻的

气味，让人望而生畏。历经数年不懈的整治努力，

蔚汾河已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华丽转身。如今，它清

澈见底，水质达到了优良标准，沿河两岸，一座座

景观大桥横跨其上，与岸边绽放的奇花异草相互

映衬，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成为了市民们休

闲娱乐、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

近年来，兴县深入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

生态保护工程，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县城建设试

点工作，统筹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

2023 年，蔚汾河碧村断面稳定达到三类水质，岚

漪河裴家川口断面达到二类水质；空气优良率

达 83.28%，完成二级以上优良天数 304 天，PM10
同比下降 15.6%；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15.35 万

亩，县域大气、水、土壤环境全面改善。

“推窗即见绿意盎然，出门便是如画景致”，

这曾是多少人心心念念的梦想，而今，它已悄然

化作现实，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市民王丽满怀激

动地表示：“县城的宜居指数就像是芝麻开花，

一节更比一节高，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是幸

福感满满！”

耸立县城的南北两山，曾经是不毛之地，经

过多年来的巨大投入和艰辛付出，如今已成了

一望无际的绿色林海，为兴县城区域筑起一道

坚固的生态屏障。资料显示，兴县坚持“绿化、彩

化、财化”同向发力，同步实施身边增绿工程，仅

2022 年对静兴高速、北山公路、瓦裴线三条通道

进行绿化增彩，共完成人工林栽培 19100 亩。

截至目前，全县林业用地总面积达到 30 万

亩，森林覆盖率以每年 20%的速度递增，现已达

到 71.5%。特色经济林果总面积达到 10 万亩，

林果业总产值近 0.6 亿元。

此外，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积极开

展固废堆场规范化综合整治，推进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严控农业面源污染。稳步实施

吕梁山西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植被恢复

和矿山生态修复，积极推动采煤沉陷区治理。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创建精品示范村，持续

改善村容村貌。

因地制宜，擦亮杂粮品牌

在兴县杂粮产业的核心腹地———蔡家会镇

柳林村杂粮种业基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映入

眼帘。这里，谷子、绿豆与豇豆等精心培育的杂粮

新品种正茁壮成长，展现出非凡的活力与潜力。

这些作物以它们沉稳而坚实的姿态，预示着一个

更加辉煌的丰收季节即将来临，为兴县的杂粮产

业注入强劲的动力与信心。

兴县地处黄河流域中游腹地，平均海拔 1002
米，气候干燥凉爽，无霜期短，日照充足，昼夜温差

较大。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为谷子、高粱、豆类等

杂粮生长提供了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这里自古以

来就形成了种植杂粮的农业传统。据统计，目前兴

县出产的杂粮品种已多达 16 种。

在推动特色农业提档升级方面，兴县坚持产

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从 2022 年开始，不

断深化与中国农科院作科所合作，成立晋绥杂粮

研究院，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品牌打造，规范

杂粮生产，不断健全“科技支撑+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的杂粮产业发展模式，种子包衣、宽行起垄、

密植栽培、机械化作业、科学储藏等一系列先进技

术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成果转化与基地处副处

长肖永贵说，兴县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将杂粮

列入县重点产业来扶持发展，用科技的力量促进

杂粮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用科技的力量催

生兴县农业发展新动能，塑造兴县经济发展新优

势的新路子。

今年 6月，刚刚在柳林基地测产收获的冷季豆

（豌豆、鹰嘴豆）平均亩产达到了 300 斤以上，约为

普通品种的 2 倍，经过初步检测，新品种的蛋白质、

氨基酸等营养物质的含量与传统品种基本相当。

同时，规划构建种子基地、种植基地、推广基

地、精深加工基地、餐饮文化和杂粮文化全产业链

发展体系，布局推进实施杂粮基地、杂粮研究院、

杂粮博物馆、杂粮产业园、杂粮交易市场、杂粮文

旅小镇、杂粮宴等“七个一”建设。

近年来，兴县先后被命名为“中国杂粮之乡”

“中国杂粮美食之乡”“中国杂粮地标美食城市”

“中国生态好食材杂粮基地”。今年以来，兴县制

定出台《扶持杂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实施意

见》《兴县 2024 年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等一系列

指导性文件，推动小杂粮发展成大产业，持续擦
亮“兴县杂粮、中国好粮”品牌。

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兴县建设种业示范基地
5000 亩、绿色杂粮基地 20 万亩，筛选出 24 个增

产幅度明显的品种，种业基地种植的谷子亩产达

到 900 斤、亩收入达到 5400 元，新培育的“中谷

19”在第二届中国（伊川）谷子产业创新发展暨小
米品鉴大会上，荣获商品品质、食味品质和综合

品质三个奖项的冠军。

此外，兴县不断深化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校合

作，积极引进新技术，着力开发小杂粮功能食品、

亚麻籽油功能食品、小米糠功能性化妆品、功能

食醋（苦荞、小米、老陈醋）等系列产品精深加工
项目，积极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小杂粮产业特色

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守正创新，文旅赓续焕新

九月的兴县，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蓝天白云
掩映下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雄奇壮丽，位于东

会乡的“四·八”烈士纪念馆游人如织，“黄河一

号”旅游公路上往来车辆络绎不绝。

作为全省面积最大的县，兴县广袤大地上蕴
藏着无数秀丽景色，黄河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

化在此交融碰撞，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形成独

特的文化魅力。

作为革命老区，兴县又被称为“晋绥首府”和

“小延安”，境内的红色旅

游资源极为丰富。

2023 年 1 月，兴县十七届六次

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上，吕梁市政协副主

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首次提出打好“六张

牌”的发展思路，“红色文旅”牌路径清晰，以创

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县为主攻方向，坚持“红

色”引领，精心打造红色蔚汾河、黄河风景带、

“四八”黑茶山三大主题旅游区，逐步推出红色

文化游、黄河风情游、生态康养游、杂粮美食游、

乡村休闲游、特色产业游六条精品旅游路线。

按照全省“一群两区三圈”区域发展新布

局，兴县依托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和“四·八”烈

士纪念馆两个品牌，着力打造了蔡家崖晋绥文

化景区和黑茶山“四·八”烈士纪念馆景区，开发

了晋绥红色文化旅游和黄河生态旅游两条经典

旅游线路。

2021 年，“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兴县段获得

交通运输部组织评选的全国“我家门口那条

路———最具人气的路”称号，吸引着四方游客纷

至沓来。如今，借助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兴县不

断萌生文旅新业态，着力打造了“黄河六郎寨”

特色景区，沿路打造、建成了黄河古渡、特色驿

站、特色旅游露营地等多个旅游目的地。

兴县碧村遗址是入黄河口处所见规模最大

的一处石城聚落，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

提供了一扇重要窗口。目前，省、市、县联动，文

物、旅游联合，以碧村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为根本

出发点，借助碧村所在的黄土高原地貌和黄河

湾等自然景观优势，融合碧村红色文化资源，建

设黄土高原遗址公园。

兴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晋云介绍，今

年兴县启动了黑茶山四·八纪念地“4A”景区创

建工作，通过与晋绥革命纪念馆两个“4A”景区

的“双轮驱动”，全力创建省级、国家级全域旅游

示范县。南山公园、蔚汾公园、黄河奇石湾景区创

3A 工作已经启动。同时完善“黄河一号”旅游公

路兴县段驿站的配套设施，带动沿黄旅游、乡村

旅游，推动文旅资源有机融合，张家湾自驾车营

地、黑峪口驿站、裴家川口驿站、六郎寨景点等

充电桩服务功能已与兴县地电公司完成对接。

8 月 27 日，兴县通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省级初审验收。省文旅厅改革发展处二级调研

员陈伟刚表示，兴县对文化资源挖掘梳理得非

常到位，对文旅产业定位布局比较科学合理。下

一步，兴县要乘势而上，推进文旅产业，进一步

加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力度，努力将兴县

打造成为知名的旅游地。

绿色转型，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秋色渐浓，层林尽染，金黄色的季节里，兴县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内，一派繁忙而有序的

生产景象。群山环抱之中，一辆辆运送电解铝液的

汽车穿梭于经开区的多家企业之间，随着机器转

动，偌大的铝液包如茶壶般被凌空提起，火红的铝

液从“壶嘴”流出，缓缓倒入熔铸炉内，就地转化成

表面光滑、银色光感的铝合金棒。

元泰高导材料（山西）有限公司厂长（以下

简称元泰高导材料）蒋斌介绍，虽然看起来和普通

铝差不多，实际上添加了各种元素合金，形成 700
兆帕级超高强铝合金，室温下，具有较高的强度、

较好的断裂韧性、较满意的抗应力腐蚀和良好的

淬透性，已成功地在智能手机、高端自行车、新能

源汽车等关键结构件上获得商业化应用。目前，这

些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一直是满负荷生产。

据了解，700 兆帕级超高强铝合金生产制

备技术是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元泰高导材料

（山西）研究院多年科研攻关的成果。而研究院

则是元泰高导材料与经开区共建的，制备技术

的成功研制解决了国内高端铝材依赖进口材

料问题。

近年来，兴县将重点布局新兴铝

镁产业集群视为破题之举，提出

“ 铝

水 不 落

地、铝锭不出

县”的目标，初

步实现了“铝土

矿—氧 化 铝—电 解

铝—铝精深加工”协同

产业链，同时，铝镁精深加

工产业链也被山西确定为

十大重点产业链之一。

作为“链主”企业的山西

中铝华润有限公司有着年产 50
万吨的电解铝，优质的原材料不仅
吸引了元泰高导材料，一禾铝业、正

岸铝业、硕丰铝业等一批链上企业也

已落地经开区铝镁新材料园区。

近年来，兴县全力培育“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三大主导产业，加快推动铝

镁新材料产业和固废新产业项目建设，立足

打造百万吨千亿级铝镁产业集群目标，持续

深耕铝镁产业链，铝镁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已

初具规模。

尤令人瞩目的是，兴县与山西美锦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的氢能产业园区项目，不仅为

当地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更为实现“双碳”目

标提供了有力支撑。该项目通过煤制氢与绿氢

生产的结合，形成了氢能制、储、运、加、应用于

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为兴县的能源产业绿色转

型树立了标杆。

走进位于张家塔村的兴县原林茂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车间的流水线

上源源不断地推出一袋袋有机肥料，厂房外前

来送粪的三轮车排起了长队，一派产业兴旺、干

劲十足的场景。

公司负责人张平则说：“我们是一家以生产

有机肥为主的环保生态企业，能将周边县市产

的羊粪、草灰等全部消化，采用高温发酵工艺，

对产生的粪污进行发酵烘干处理，再将产出的

有机肥料销往周边各地的蔬菜大棚，真正实现

变废为宝、循环发展。”

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兴县依托丰富的煤炭

资源和充足的风能、光能，大力发展新能源产

业。一方面，兴县积极推动煤炭产业的清洁高效

利用，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减少污染排

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

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氢能等前

沿能源技术，逐步构建起多元化、清洁化

的能源供应体系。

当前，“荒山披锦绣，野岭变绿

洲”是兴县人民群众普遍的感

受。放眼未来，兴县将继续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以绿色发展
为导向，加快推动发展方式、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绿

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

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逐

绿前行，为建设美

丽中国贡献兴

县力量。

马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