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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山西中部城市群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的 19 个城市群之一，承载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山西

发展的关心关怀和殷切期望，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省委书记蓝佛安今年 3 月在太原调研时强调，要按照“合理分工、协同发展，分步实施、循序渐进，一体布局、打牢基

础”的思路，与晋中、忻州、吕梁、阳泉抱团发展，统筹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在山西中部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中充分发挥龙头牵引作用。

5 月 9 日，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五市”聚首太原，共商协同之策，共谋联动之举，合力

蹚

出一条相

向而行、聚力发展的新路。

山西中部城市群：相向而行 聚力发展

太原

舞起龙头 引领带动

加快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

发展，有利于更好统筹“五市”比较优

势，提升城市群发展能级，打造支撑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对于山西省

在中部地区争先崛起、在全国版图彰显

地位至关重要。

今年年初，太原市提出，舞起一个

龙头，引领带动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

发展。 围绕全面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

目标，做强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山西转

型综改示范区两翼支撑，一体推进治山

治水治气治城， 加快打造创新高地、产

业高地、人才高地、开放高地，建设国家

区域中心城市，努力在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创新资源集聚转化、生态环境治理、

党建引领保障上走在全省前列。

为加快构建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个

核心、一体两翼、多方协同”的发展格

局，太原市自觉担当历史使命，谋定而

快动，提出规划衔接、产业布局、基础设

施、生态治理、公共服务、要素配置“六

个一体化”发展思路，制定《市际联席会

议制度》，签署“6+1”合作协议，明确了

协同合作的重点领域， 开展了多领域、

多层次的务实合作。 太原市将在“拓展

合作”上多点发力，各显其能、相互赋

能，打破地域分割和机制壁垒，形成较

强的分工效应、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溢

出效应，不断提升山西中部城市群的要

素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

作为省会龙头，太原将扛牢政治责

任，协同晋中率先打造太原榆次太谷城

市核，协同忻州打造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服务雄安新区的战略支点，协同阳

泉打造石太经济走廊重要枢纽，协同吕

梁打造生态安全屏障和综合能源基地，

全力推进五市规划全面衔接、产业布局

协同耦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生态治

理同保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要素

配置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在山西中部城

市群高质量发展中的牵引作用。

今年， 太原将全力服务保障机场三

期改扩建、太绥高铁等项目建设，推动太

原铁路枢纽西环线开工建设。 启动大运

路、泥向线北延、丈子头东延、晋阳大道

南延、化章街等工程，开工建设古交—娄

烦—方山高速， 推进国道 108 线等太原

过境段公路建设， 加快青银二广高速连

接线等项目建设， 太原西北二环高速年

底前竣工，推进绕城高速公路功能调整，

打通交通堵点，畅通人流物流，打造区域

内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路网体系。

舞龙头，带龙身 ，太原正在以率先

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排头兵”

姿态，为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注

入澎湃动能。 （曹婷婷）

晋中

主动融入 高效联动

晋中市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主动融入，主动担当，奋力在

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

大作用。 按照省委“加快进度、打通堵

点”的要求和太原晋中“六个一体化”发

展思路，晋中仅用 5 个月就完成龙城大

街贯通、滨河东路南延、魏榆路改造，两

市“三纵十横”13 条道路，已有 9 条实现

或即将实现全线贯通，“五一”期间两市

联手推介 12 条旅游线路。

太原晋中两市形成了“每年一计

划、半年一座谈、每季一对接、每月一通

报”联动机制，力争三年大变样、五年基

本成形。 今年，两市在继续推进前期议

定 5 个事项的基础上， 再铺排 15 个事

项。 晋中市将进一步学习借鉴广佛、西

咸、成渝经验 ，主动全力融入服务太原

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加快推动太原

晋中一体化，牵引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率先打造太原榆次太谷城市核，是

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

是太原晋中共同承担的重大使命。 晋中

市与太原联手建核带群， 加快构建以实

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挥

机场、铁路、高速等优势，共谋共建临空

临铁综合物流商务区， 打造现代生产和

生活性服务业为一体的经济增长极；发

挥山西大学城、 晋中职教港人才集聚优

势，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更好打

通政产学研用链条， 全力把大学城打造

成服务城市群发展的“科创城”；抢抓青

银二广高速太原联络线建设机遇， 建设

寿阳平头融合发展区，与迎泽区共建“飞

地经济”； 规划近 10 万亩的龙城大街区

域，打造飞地经济活跃地、城市功能疏解

地、科创孵化示范地、农副产品供应地、

文旅康养集散地、品质生活宜居地“六块

地”，为太原向南发展拓展空间。

晋中与太原、 忻州联合振兴制造

业，与太原、吕梁共同推进滨河东路南

延 ， 与阳泉共建阳涉铁路客运服务工

程。 当前，晋中市正积极谋划筹备全球

晋商大会，搭建开放大舞台和招商大平

台，凝聚海内外晋商儿女 ，共同助力山

西省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苗武军 潘新旺）

忻州

南融东进 双向奔赴

雄安站往西是建设中的雄忻高铁，

几年之后，高铁呼啸而来，雄安和太原、

忻州双向奔赴， 筑起高质量发展廊道，

万象更新。

发展春潮涌，奋楫开新局。 地处山

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两大战略的交汇点，忻州将从贯

彻国家战略 、服务太原龙头、实现攥指

成拳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奋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

融群 + 入圈，打造全面开放“新前

沿”。 忻州将锚定建设开放发展前沿城

市，加快“南融东进”步伐，向南主动融

入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中部城市群，服

务保障省城发挥“五个更大引领作用”，

形成双向奔赴 、 相向发展的区域新格

局 ； 向东积极融入京津冀 1 小时经济

圈，加快推进雄忻高铁、繁五高速、滹沱

河供水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山西中部城市群联通雄

安新区和京津冀的节点城市。

转移 + 转化，打造融合创新“增长

极”。 忻州将坚持创新协同、错位发展，

一方面加快产业转移承接，联合太原建

设国家级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示范区，

积极探索“飞地经济”等产业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与太原

市、 雄安新区共同推进产学研用一体

化，构建“研发在雄安太原、落地承载在

忻州”的格局。 特别是打造“一谷一城一

走廊”，高标准建设太忻数据流量谷，牵

引形成 500 亿元以上的数字经济规模，

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高起点建设

100 平方公里的秀容新城， 打造产城融

合标杆；整合利用忻州 、保定新能源优

势，共建北京—保定—雄安—忻州—太

原新能源科创走廊，打造万亿级的项目

集聚包 ， 为山西中部城市群对接京津

冀、融入雄安新区打开出口通道。

串联 + 并联，打造区域发展“北引

擎”。 忻州将以先进制造业为主攻方向，

以产业链链长制、特色专业镇为“双引

擎”，纵向串联、强链延链补链 ，精心打

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 8 条重点产

业链 ，着力培育 50 户链主 、链核企业，

串起产业链、培育新动能；横向并联、内

外携手发展，做强做优定襄法兰 、代州

黄酒 2 个省级专业镇，梯次培育繁峙铸

造、 五台镁基新材料等 6 个市级专业

镇，联动省内外的关联产业镇 ，增强竞

争力、释放“镇能量”。 （郑娜）

吕梁

瞄准定位 资源互通

成功申报国家国土绿化试点示范

项目，竞争性赢得国家 2 亿元的专项资

金支持；静兴高速的通车 ，使偏居西北

的兴县 2 小时到太原，岚县正式融入省

城 1 小时经济圈； 布局氢能产业链，加

快从“煤都 ”向“氢都 ”挺进……吕梁山

上绿如茵，项目建设掀热潮。

生态安全屏障和重要战略支点是

省委、省政府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对吕梁的两个精准定位。 吕梁市

瞄准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加快要素集

聚，产业发展互补、创新资源互通，努力

担起应有的责任与贡献。

全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

区。 深入实施“一廊两带”战略，即：打造

吕梁中部纵贯南北的吕梁山生态文明

示范走廊，以西部沿黄四县为重点的沿

黄干支流生态修复与治理带，以东部平

川四县为重点的沿汾河生态治理和高

质量发展带，大力开展国土绿化。

提升与太原的互联互通水平。 全力

推动祁离高速复工、 汾石高速主体完

工、离隰高速建成投运，加快国道 209 南

延北拓工程前期工作， 力争国道 307 文

水南安至汾阳贾家庄、汾阳至晋陕界改

线工程年内开工，推动古交—娄烦—方

山高速公路年内开工建设，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吕梁段实现贯通，扎实做好太绥

高铁前期工作。 建设吕梁—太原直连光

纤链路，新建 5G 基站 2000 座 ，实现全

域 5G 网络全覆盖。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 着力

打造“985”重点产业链，即：打造铝镁、特

钢、装备制造、氢能、煤成气、碳基新材料

与合成生物、固废利用、白酒、医药等 9

个工业经济重点产业链； 打造生猪、肉

牛、食用菌、小杂粮、马铃薯、红枣及枣芽

茶、核桃、沙棘等 8 个特色农业产业链；

打造数字经济、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文

旅康养、 吕梁山护工等 5 个服务业重点

产业链。 以能源革命为牵引，加快传统产

业改造提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以高质

量的项目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吕梁市文旅产业潜力巨大，正在着

力打造以黄河碛口古镇为核心的百里

黄河精品旅游带和以汾阳杏花村为核

心的酒文旅融合特色专业镇两大重点

景区及 100 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助力提

升山西中部城市群旅游景区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燕中兴）

阳泉

发挥优势 建强东翼

今年以来，阳泉市坚持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相结合，与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

署相结合，抢抓建设山西中部城市群重

大机遇，与阳泉市委“14510”总体思路和

部署相结合，同步推进“两个转型”，全

力建强山西中部城市群东翼，奋力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的阳泉新篇章。

发挥区位交通优势。 阳泉是山西的

东大门，是中部城市群向东开放，对接京

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前沿阵

地。 阳泉市积极行动，与华远集团等物联

网龙头企业合作建设南北两大物流基

地， 与晋中市协力加快推进太旧高速公

路改造工程， 进一步畅通中部城市群与

京津冀连接大通道， 努力形成以太原国

家物流枢纽为中心，以阳泉为节点，连通

京津冀、辐射中西部的城市枢纽。

发挥特色产业优势。 阳泉市抢抓新

能源电池产业快速扩张机遇，瞄准动力

电池、储能电池、光伏电池等重点领域，

打造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集群， 与太

原、晋中新能源汽车基地建设实现有机

衔接。 同时，以现有煤机装备、泵阀等各

种通用装备制造为基础，进一步做优特

色装备制造产业，助力中部城市群打造

先进制造业高地。

发挥能源资源优势。 阳泉市以“五

大基地”建设为牵引，建设高端清洁能

源基地，按照先进煤电 、新能源、储能

“三位一体”的思路，重点推进阳光发电

2×100 万千瓦项目、西上庄 2×660MW

低热值煤热电项目、 盂县上社 140 万千

瓦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 打造雄安新

区、京津冀清洁能源供应保障基地。

发挥数字经济先发优势。 阳泉市将

持续完善数字产业上下游体系，积极与

太原一体打造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

点。 同时 ，坚持先行先试 ，推进车路治

理，创新生态示范建设，打造智能物联

网产业融合集群，为资源型城市数字化

转型树好标杆作出示范。

发挥文旅资源优势。 阳泉市红色文

化资源丰富 ，工矿文化突出，拥有北方

少有的山水资源，也是科幻小说《三体》

的诞生地。 阳泉将加强与周边城市文化

旅游一体化发展，聚焦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 深挖“中共创建第一城”内

涵 ， 加快推进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建

设，以石太高铁为纽带，开拓京津冀市

场 ，打响“晋东漾泉 、四季康养 ”品牌 。

（苏晓晨）

【启航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