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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山西省老龄产业的发展

现状， 探寻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机

遇，落实协会发展地市级代表处工作规

划，3 月 27 日至 29 日以及 4 月 1 日，山

西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刘旭斌、副会长

兼康养旅居分会会长樊晓斌、专职副秘

书长张红霞等一行组成调研组，首先对

大同、朔州、忻州展开了走访调研。

3 月 27 日上午，调研组来到副会长

单位山西佳德丽防滑防护有限公司旗

下酒店。 副会长李大航详细讲解了大同

地区酒店行业全年经营情况以及价格

变化，并与调研组就“夏养大同”康养旅

居项目展开了深入沟通。 通过交流，为

进一步挖掘大同酒店资源在康养旅居

方面的潜力提供了思路。

当日下午， 调研组走访了副会长单

位大同助老健保有限公司。 副会长孔志

强介绍了首届山西省老龄数智运动会

近期筹备进展，以及睡眠康复中心的建

设情况。 刘旭斌会长介绍了协会地市代

表处建设的新规划，并表示协会将鼎力

支持大同助老健保有限公司成立大同

市老龄产业协会， 以实现省市联动，更

好地推动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大同代

表处的工作。

副会长樊晓斌对大同康养旅居的规

划与 398 康养中心的合作方向进行了详

细讲解。

398 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严博向调研组介绍山西省老龄产业智

慧服务平台的架构和技术。

3 月 28 日上午，调研组来到理事会

员单位同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理事张

永全讲解了大同地区居家常用医疗设

备的销售和布局情况，介绍了代理的老

年用品、器械等，并带领调研组参观了

公司在平城区老年大学设置的产品展

示。 随后，调研组赴黄经世家中医小镇

参观，对大同的中医康养资源有了更直

观的了解。

3 月 28 日下午，调研组拜访了朔州

市民政局谷富民局长，了解了朔州地区

涉老方面的风土人情，以及当下养老服

务机构的状况。 刘旭斌会长介绍了山西

省老龄产业协会和设置地市代表处的

规划，表示协会将积极配合政府 ，共同

为朔州老龄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调研组还拜访了山西晚报朔州记者

站和朔州市家政服务协会。 山西晚报朔

州记者站负责人刘俊卿以及当地青年

企业家杜中任，对向老龄产业发展转型

表示认同，将积极配合协会在朔州地区

的各项工作开展。

朔州市家政服务协会会长张爱玲介

绍了当地护理培训工作的情况，为协会

了解朔州家政服务在老龄产业中的作

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3 月 29 日上午，调研组前往朔州市

颐养医养中心。 庄丽娟院长带领调研组

参观了老人居住的房间、食堂、活动室，

并介绍了医养中心的创办历程、目前的

经营情况等。 因为中心在医养结合方面

具有优势 ，收进的老人年龄偏大，很多

是重病在身 ，或是术后康养，医护人员

的敬业与耐心，令人感动。

调研组还走访了朔州市幸福老年之

家康养中心，创办人陈永林分享了从公

益志愿者到创办养老机构、承办政府公

建民营项目的历程，以及经营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 。 公司在机构数量和规模

上，在朔州地区排于前列 ，对开展康养

旅居落地服务方面也已具备一定经验。

4 月 1 日上午， 调研组拜访了忻州市民

政局武革慧局长，双方就忻州地区养老

服务及产业状况进行了深入交流。 武局

长支持协会在忻州设立代表机构，希望

政府和社会团体能够紧密合作，共同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

随后，调研组考察了忻州市直属机

构老年公寓 ，目前采取公建民营，由德

亨仁厚集团托管经营， 以其价格低、服

务好、设施先进等特点 ，为忻州地区老

年人提供了优质的养老服务。

下午， 调研组考察了理事会员单位

经营的忻州市宏瑞佳典酒店。 酒店设计

典雅舒适 ，功能完善 ，樊晓斌副会长建

议， 酒店选择错峰打造康养旅居业务，

将有效提升酒店效益。

最后， 调研组来到奇村温泉度假风

景区， 了解了忻州特有的温泉酒店群。

奇村温泉水质优良 ，空气清新，开发康

养项目具有独特的优势。 调研组对观澜

悦温泉假日酒店和白云之下特色小院

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也存在假

日过于繁忙、非假日期间顾客稀少的常

态。 协会康养旅居分会将针对这一普遍

情况打造旅居产品。

通过此次对大同、朔州、忻州三地

的走访调研，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对三

地老龄产业的发展现状、优势资源以及

面临的问题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协会将

充分结合调研成果，进一步完善地市代

表处的建设规划， 加强与各地政府、企

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共同推动山西省

老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也希望

通过实地调研，为更多关注老龄产业的

社会力量提供参考，共同为老年人创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张红霞）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铸西建创业丰碑

———解码西建集团的奋进征程

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一行

赴大同、朔州、忻州走访调研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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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浪潮中， 山西西建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西建集团）的发展，是一

部鲜活的创业史诗。 其前身朱阳建筑工

程队，从十几个人临时搭伙 ，凭借一把

铁瓦刀 、 一辆破旧自行车走村串乡起

步，开启了刘智强董事长波澜壮阔的创

业之旅。

19 岁时，为了生计 ，刘智强投身芮

城县建筑公司当小工， 学习瓦匠手艺。

彼时的他 ，只要有机会，就虚心向老师

傅请教砌墙技术。 寒来暑往间，他起早

贪黑， 默默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这

股子为了目标不懈努力的劲儿，正是延

安精神中自力更生的生动体现。 上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农

村大地，在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创业

精神指引下，刘智强带着弟弟刘智民及

几个村民 ， 拿起瓦刀为乡亲们盖房修

厦。 他们吃苦耐劳 、做工精细、注重质

量，很快在当地打开了局面，组建的朱

阳农建队不仅在当地声名远扬，还成功

闯进县城市场 。 身为工程队长的刘智

强，尽管文化水平不高 ，但为了掌握建

筑技术，白天在工地忙碌 ，晚上挑灯夜

读，常常熬至深夜。 就这样，他从一个只

能看懂普通民房图纸的小瓦工，一步步

成长为建筑专家，用行动诠释了艰苦奋

斗的深刻内涵。

回顾西建集团四十四年的风雨历

程，无数艰难险阻见证了企业的坚韧不

拔。 在创立初期，资金短缺是横亘在企

业面前的巨大难题。 为了给工人们一个

遮风挡雨的住所，刘智强买下一处院子

修建员工宿舍。 然而，临近年关发放农

民工工资时，资金却捉襟见肘。 他毫不

犹豫地卖掉家中值钱的物件和粮食，甚

至劝说老母亲卖掉家里唯一的耕牛。 在

那个农耕年代，耕牛是家庭的主要劳动

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刘智强坚定

地表示：“要做事，先做人，做人就要诚

信。 宁可咱家过年吃不上饺子，也不能

拖欠大家的工资。 ”这份对诚信的坚守，

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

艰苦创业精神在企业经营中的延伸。 靠

着这样的精神，西建集团四十四年来从

未拖欠过农民工一分钱工资，树立了良

好的企业信誉。

刘智强作为农家子弟，没有背景、学

历和特殊机缘，却能和弟弟及全体西建

人一起 ，凭借持之以恒的奋斗 ，抓住改

革开放的机遇， 将企业一步步做强做

大。 他心怀感恩，感恩父母的养育、社会

的支持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

西建集团于 1981 年创立，在历届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发展壮

大，成长为集房屋建筑、房产销售、物业

管理、商业运营、市政公用、文旅发展等

为一体，拥有建筑开发双一级资质的现

代化综合型企业集团 ， 连续多年荣获

“山西省百强企业”“全国优秀施工企

业”等荣誉称号。 44 年来，企业先后在公

益教育、抗震救灾 、精准扶贫等公益慈

善事业，投资捐款达 2.2 亿余元。 如今，

西建集团总资产达 30 亿元， 员工 5000

余人，为地方财政做出突出贡献。 即便

在全国房地产形势严重下滑的近几年，

西建投资公司董事长刘智强带领 5000

余名员工坚守初心，迎难而上。 2024 年，

集团综合营业收入达 33 亿余元 ， 为 市

县 两 级 财 政 贡 献 纳 税 2 亿 余 元。

艰苦创业精神， 宛如一座永不熄灭

的灯塔， 照亮了西建集团的发展道路。

西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传承和弘扬延

安精神，才铸就了如今运城乃至山西房

产领域的辉煌。

展望未来， 西建集团将继续传承延

安精神，铭记创业的艰辛历程 ，向着新

的目标奋勇前行。 延安精神不仅是激励

西建人克服艰难险阻、不忘初心使命的

强大动力，更是全体中国人在新时代砥

砺奋进的精神源泉 。

（杨聪敏 文 / 图）

山西西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