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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话给了我们企业极大的

鞭策和鼓舞。”胡俊峰介绍，我们正在通
过智能化管理，进行数值的再优化，进一
步推动煤电机组节能降碳，并拓展二氧
化碳产品的延伸应用。

在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塔山煤矿智能
化调度指挥中心，轻点屏幕上的“一键启
动”，井下智能采掘机与放煤机、运输皮
带开始联动运转，滚滚“乌金”顺着传送
皮带奔向地面。这个千万吨级矿井，已
建成7个智能综采作业面。

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面对
“双碳”目标要求，山西将能源革命综合
改革试点向纵深推进，加快煤炭智能绿
色安全开采和清洁高效深度利用，推动
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
热改造“三改联动”，有序发展新能源和
清洁能源等，全面提升能源稳定供应和
保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如今山西煤炭先进产能占比突破
7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达
到 34.3%。去年，山西原煤产量达到
11.93亿吨，较上年增加1.3亿吨；向16
省（区、市）累计发送电煤4356万吨。

中国宝武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
公司的车间里，齿轮飞转，机器轰鸣，公
司首席工程师廖席正与工人们查看新下
线的“手撕钢”产品。

2017年、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走进太钢考察调研。

总书记第一次到太钢了解新产品研
发时，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供给质量和
水平最重要的发力点”。

那时，85后技术员廖席正在进行新
项目“手撕钢”的艰难探索，平均每两天
失败一次。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他鼓
足创新勇气。

一年后，厚度仅0.02毫米的“手撕
钢”研制成功。2020年，当看到习近平
总书记步入生产车间，廖席紧张又兴奋。

拿起一片“手撕钢”，总书记轻轻扭
折了一下，称赞说：“百炼钢做成了绕
指柔。”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在高端制造
业科技创新上不断勇攀高峰，在支撑先
进制造业方面迈出新的更大步伐。”习近
平总书记殷殷寄语，让廖席和研发团队
的伙伴们更感责任在肩。

“为了落实总书记要求，我们重新确
定研发重点，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7个
攻关组。”廖席说，“在总书记考察3个月
后，我们成功轧出0.015毫米的超薄不锈
钢箔材。”

依靠“手撕钢”这一拳头产品，太钢
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取得快速发
展，2021年利润创建厂以来新高。

山西坚定不移推动资源型经济转
型，以增强生存力发展力为方向改造提
升传统优势产业，以加快集群化规模化
为方向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21
年，山西规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增
长24.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4.2%，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9.5%，均明显
快于全部规上工业增速，产业转型发展
态势良好。

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5月6日，右玉县机关干部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右卫镇高墙框村义务植树基
地，运苗车、水灌车来回穿梭。

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新中
国成立之初，林木绿化率不到0.3%，如
今提高到57%。历任县委书记展开植树
接力，带领人民创造了荒漠变绿洲的人
间奇迹，铸就了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
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在山西考

察时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发扬“右玉精神”，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抓好“两山七
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扎实实施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引导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决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推动山西沿黄地区在保护中开
发、开发中保护。

着力推进太行山和吕梁山两山增
绿，全面开展汾河、桑干河等“七河”治
理……山西牢记嘱托，大力发扬“右玉精
神”，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打
牢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万木并秀、波光旖旎，汾河宛若一条
玉带穿过太原城。水面上，几名皮划艇
运动员正在训练。

“以前的汾河，无论是水量还是水
质，都达不到练习皮划艇的标准，我们只
能‘远走他乡’训练。”太原市体育工作队
水上项目划艇教练金刚感慨道，“近年
来，汾河水质、周边风景环境有了很大改
善，终于实现了在家门口训练的愿望。”

汾河，黄河第二大支流，山西的母亲
河，在太原市区有9条主要支流。由于
历史原因，汾河水一度受到严重污染。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考察时强调：“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
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
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山
西出台《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修复总体方案》，启动全省汾河
治理攻坚战。控污、增湿、清淤、绿岸、调
水“五策并举”，太原市近年来实施“九
河”综合治理工程，汾河逐步实现“水量
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2020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考察汾河流
域生态修复和城市环境建设情况。站在
汾河岸边，总书记结合展板听取太原市
汾河及“九河”综合治理、流域生态修复
等情况介绍。听到汾河逐步实现了“水
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总
书记点头称赞：“真是沧桑巨变！”

对当时的情景，时任太原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局长、现任山西省自然资源
厅副厅长的邵社教记忆犹新，“总书记的
肯定，对我们是巨大的鼓舞，也坚定了我
们继续推进汾河保护和治理的决心。”

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再现
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让一泓清水入
黄河。”

“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当好汾河
的守护人。”太原市汾河景区管委会主任
张平国介绍，汾河流域太原城区段生态
修复治理工程已全面完成，“汾河晚渡”
景点建成开放，贯穿汾河景区的滨河自
行车道也正式投运，汾河景区成为太原
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随着一项项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汾
河流域生态修复取得阶段性治理成果：以
汾河谷地为中心的地下水水位连续多年
持续回升；2021年，汾河流域国考断面水
质全部提升到Ⅳ类及以上水质。

“太行、吕梁山区是山西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主战场。”山西省林
业和草原局局长袁同锁说，山西持续将
全省90％的林草项目向“两山”地区的
81个县倾斜，已经初步建成区域防护林
体系，全省黄河流域范围内森林覆盖率
已达25%。

将黄河流域4685.91万亩永久性生
态公益林纳入立法保护，将黄河流域
46％的湿地纳入保护范围，累计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7.38万平方公里……坚决守

好“华北水塔”、筑牢京津冀绿色生态屏
障、黄河生态安全屏障，山西空气质量改
善实现历史性突破，森林覆盖率历史性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出大同城区，一路向西，来到武周山
南麓，气势恢弘的云冈石窟就矗立于
此。第17窟内，几名工作人员正通过近
景摄影测量技术采集影像数据。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
石窟考察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
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
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更加深
刻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和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云冈研究院党
委书记张焯介绍，为了保护好云冈石窟，
研究院组建了专业技术团队开展数字化
信息采集，为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打下
坚实基础。截至目前，云冈石窟整体数
字化信息采集工作已完成1/3。

云冈研究院还与浙江大学、武汉大
学等高校合作，利用3D打印技术，成功
完成对第3、12、18窟的等比例复制，探
索把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可移动展示。
VR（虚拟现实）、数字化等高科技手段，
让历经千年的石窟艺术飞上“云端”、走
向世界。

山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有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距云冈石窟
400公里之外，便是世界文化遗产平遥
古城。

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平遥古
城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
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
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
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
我们的宝贵财富。

3米宽的精美漆面上，百鸟飞向太
阳，气势恢宏的故宫等古建元素融入画
中。85岁的薛生金和徒弟们一起在工作
室里创作漆器作品。

薛生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让他和徒弟们倍感振奋的是，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平遥古城，沿街巷察看古城
风貌，走进平遥牛肉店、推光漆器店、东
湖老醋坊，了解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和开展特色经营情况。

“要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保护
好推光漆器等文化瑰宝，把富有民族特
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发扬光大、推向世
界。”薛生金牢牢记住了总书记的这句
话，他说：“我们一定要把平遥推光漆器
这个文化瑰宝保护好，让漆器技艺在传
承与创新中延续，在保护与发展中更具
魅力。”

从开展文物抢救性、复建性、数字
性、社会性保护，系统推进文物保护活化
利用，到加强世界文化遗产、重要大遗址、
重要文物建筑、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利
用，山西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优秀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文化系统性保护传
承，打造中国文化传承弘扬展示示范区，
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转型发展之路。

让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走进岢岚县广惠园小区居民王三女
的家中，5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茶几、电
视、沙发等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厨房、卫
生间整洁干净。

“赶上了好时代，是咱最大的福气！”
4年多前，王三女还住在原吕梁山区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岢岚县赵家洼村，日子过

得十分艰辛：丈夫、儿子已经去世，独自
拉扯患有残障的孙子、孙女。

2017年6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辗转奔波来到赵家洼村，走进这位特困
户的家，安慰王三女好好生活，叮嘱当地
干部安排好她孙子和孙女的特殊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赵家洼考察时指
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
严承诺，不管任务多么艰巨、还有多少硬
骨头要啃，这个承诺都要兑现。

在岢岚县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又
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座谈会。

“总书记发出啃下深度贫困硬骨头
的号令。”时任山西省扶贫办主任、现任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的刘志杰说，山西采
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
加有力的工作，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中的硬仗。

2017年9月，当地启动易地扶贫搬
迁，赵家洼村最后6户村民搬到了县城，
住进了新楼房。

“我腿脚不太利索，政府照顾我住在
一楼，生活方便。”王三女说，算上各种补
贴，每年有5万元左右的收入。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实
现小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

今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汾西
县僧念镇段村考察时指出，建设现代化
国家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继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
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在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中越走越有奔头。

山西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创造更加多彩
多姿的生活。

5月下旬，位于大同市云州区唐家堡
村的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满眼新绿。

两年多前，在这里考察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
如何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
续增收致富。总书记叮嘱当地干部，一
定要保护好、发展好黄花这个产业，让它
成为乡亲们致富的一个好门路，变成群
众的“致富花”。

如今，依靠生产、加工、销售全方位
扶持，小黄花“长”成了大产业。唐家堡
村党支部书记师伟介绍，全村现有黄花
4200亩，人均近3亩，去年行情喜人，亩
均增收1500元，仅黄花一项人均收入
11600元。

山西将产业发展贯穿脱贫攻坚、全
面小康和乡村振兴全过程，特色产业扶
贫带动127.7万贫困人口增收，“大同黄
花”“吉县苹果”等区域品牌成为稳定脱
贫持续增收的“硬支撑”；“吕梁山护工”

“天镇保姆”等9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助
力群众拓宽增收渠道。

夏日的段村，村道蜿蜒洁净，农家屋
舍鳞次栉比。“现在村里水、电、交通都很
好，大家都有事做、有收入。”蔡文明曾是
村里的贫困户，2014年通过小额扶贫贷
款买了20多只羊，靠养羊脱贫摘帽。“去
年我家卖羊净收入4万多元，我和老伴
又种了10多亩玉米，还能净赚1万多元，
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这最重要的是有党
的关心，有支部带领。”

山西正以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
升专项行动为牵引，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工作、建强基层
治理骨干队伍、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机制，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用干部的辛苦
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幸福。

（人民日报记者胡健、刘鑫焱、乔栋、
付明丽、郑洋洋）

在 高 质 量 发 展 上 不 断 取 得 新 突 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