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志斌主编



印象朔州

* 
川| 内行人民政府办公厅文印中心印制

川二小::787 X \092 \ / \6 印张 :7.5 '仨数 : \ 3 万'齐

2006 年 11 川第 l 版 2006 年 11 川纷\ \1欠印 IlllJ

印数 :5000 册

关

山川省内部回 \)月七印证 :2006 年第 244 号



《印象期9'1'1 ))编撰人员

主编:李志斌

副主编: 武金凤董文怀

责编: 王玉锋郝建平

策划: 邵向阳

文字: 蔚铭王玉锋黄冀郝建平孙瑞生边云芳

胡建斌安文艺李晋文张i君花王永贞王晓东

蔡大庆邸世文杨锦高 元雷花郝紫i君苏

摄 影 : 贺朝善杨中祯季保全郑 文李 东

至立 谢
在本书的编篡过程中，市政府办公厅、市三晋文化

研究会、市文联、市旅游局、市地方志办公室、山西

经济日报朔州记者站、 山 西青年报朔州记者站等单位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文资料，在此表示诚挚的谢

意 O 书中转用的一些图片资料，限于客观原因无法与

所有作者取得联系，在此一并致谢。

另外，特别呜谢怀仁县二南窑新井煤矿、怀仁县鸿

运能源有限公司给予的帮助 O

明



PREFACE 

这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这是一片神奇而现丽的土地 。

关注朔州，认识朔州，

是许多人心底的渴望 。

或许是视察工作，了解民生:

或许是发掘商机，投资兴业:

或许是访亲探友，寻幽觅胜;

或许是久居异地，乡音难改;

或许是偶尔邂逅，兴之使然……

都会产生或深或浅的印象 。

她的经济发展，她的社会进步:

她的自然风貌，她的历史积淀:

她的人文景观，她的风土民情…...

这不是一座城市的功能手册，

却是一方水土的情景写真 。

朔风拂面，流连忘返;

一书在目，情驻桑源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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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城电部展雄姿

朔州是一座新兴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工

业城市。 位于山西省北部，东经111
0

53 ' 一113
0

万、北纬 390 03 ' -4003 1 ' 的内外长城之

间，西北毗邻内蒙高原， 南扼雁门关隘。 辖两

区四县(即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怀仁

县、应县、右玉县) ，总面积 107 1 6.7平方公

里.总人口 150.7万人。

历史悠久 ， 文化底蕴极为厚重

早在二万八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朔州大

地繁衍生息 。 春秋之前，朔州一直为北方

少数民族所据，秦时置马邑县，北齐设州

延续到明清，民国初废州设朔县 。 新中国

成立后 ，归察哈尔省雁北地区， 1 952年划

归山西省， 1 989年单独设市 。 悠久的文明

孕育出一大批文治武功的杰出人物和著名

历史景观，史籍上有确切记载的我国最早

的女诗人班捷好、 三国大将张辽、唐朝名

将中华门神尉迟恭、后唐开国皇帝李存

同j 、明朝东阁大学士王家屏等均为朔州人

氏 。 境内有世界上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

应县木塔，有全国罕见的以减柱艺术筑就

寺，均为典型辽金建筑 ， 堪

上的杰作。 朔州历来是兵家

必争之地，古战场甚多，有汉武帝北击匈

奴的杀虎口，戍边屯军的广武古城堡，掩

埋汉代屯军将士遗骸的汲墓群 ， 宋代杨家

将血战抗辽的"金沙滩"和象征华夏文明

的内外长城。

自然条件较好，农林牧业发达

境内山 、 J 11 、丘俱全，基本各占三分之

一。 共有耕地554.6万亩，农民人均5亩多，

居全省第一。 水源、相对丰富，有地下水资源、

7.27亿立方米 ， 人均地下水资源、位居全省前

列 。 气候为强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光照时

间为2680-2879小时，无霜期为 103一 1 40天 ，

年平均气温 3.9-7.9 "C ，年降水量为 362-

411 mm左右 。 主要农作物有玉米、马铃薯、

小麦 、谷子、 胡麻、甜菜、破麦、豌豆等

30多种 。 建市以来，全市不断加快现代农业

发展步伐，大力推进粮食和蔬菜基地建设，

粮食年产量基本稳定在 1 3亿斤左右，蔬菜年

产量 100万吨左右 O 积极推进生态畜牧经济

区建设，形成全省最大的奶牛生产基地和肥

羔羊生产基地、民l牛养殖基地。 2006年上半

年全市奶牛存栏 1 4.3万头，羊存栏 160万

只.猪存栏28.6万头，肉牛存栏 1 2万头 。 奶

产量占到全省的46%，人均占有量达到全省

的 10倍和全国的 15倍 。 不断加强生态建设

全市林草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27.5%。 农



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乳制品生产能力近

50 万吨;屠宰加工企业6家，年屠宰肉牛

10万头 、 羊 150万只;蔬菜 、 玉米加工企业

12家，加工能力30万吨 。

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以煤电为主的工

业基础较为雄厚

初步探明的矿藏有煤炭、石灰岩、铁

矿石、铝饥士、 云母、粘土、石墨等35

种 。 其中煤炭储量约423亿吨， 占全省总储，

量的六分之一;煤系分布面积 1603平方公

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15%，全市六县区中

有五个县区是国家重点产煤县区 。 石灰岩

储量. 89.7亿吨，铁矿石储量360万吨，留石

储量20亿吨，铝WL土储量:458万 rrt\î 0 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163户， 全国最大的平朔露

天矿及华北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神头电

厂就在朔州 。 乳品、陶瓷等新兴产业也颇

具实力，为全|玉|农区较大的乳品生产基地

和全同重要日用监生产基地 O 近年来， 全

市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仅2000年以

来，就铺开各类调产项目 346个，建成投产

192个 。 煤!包|丁业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同提

升，煤炭生产能力达到8651万吨，煤炭洗

选能力达到6760万吨，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352万千瓦。 新兴工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日用陶瓷生产能力达到8.7亿件，排在

-

全同前列 ;以硅铝、硅锚合金为主的冶金

业和以高岭土、单品莫来石为主的新型建

材业快速兴起，以煤制甲醇为主的煤化 E

业也开始起步。

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

朔州市为晋陕蒙交界带区域性中心城

市， ß~首都北京400多公里，距省会太原

200公里，距大同机场不足 100公里，是西

去陕西 、 北上内蒙的重要通道 。 境内北同

蒲铁路和大运高速公路纵贯南北，神华铁

路和即将兴建的荣乌高速公路横贯东西 O

县乡公路四通八达，公路通车里程5059公

里，每万人拥有公路33.7公里，居全省第

一，全市基本实现村村通油路。

环境优美，城市功能齐全.人居条件

良好

中心城市面积2 1.4平方公里，集中供热

普及率达到 56'!毛，城市照民气化率达到

70%，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方米，

城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240多天，环

境噪声达标而积超过 13平方公里 。 城市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8.5%，人均公共绿地

7.8平方米，居全省第一。 基本形成"城在

林中、林在城中、 一半森林一半城"的园

林城市雏形。

正是由于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环境条

町
W
S
瓢
踊
川

⑨

中巾

" 



⑨

市
情
篇

阳
山
}
臼
部m
m
州
川

~~ 

003 

⑨ 

件和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使朔州的

经济杜会发展日新月异，综合经济实力不断

增强，特别是2000年到2005年第十个五年计

划期间， 全市经济呈现超常规、跨越式大发

展 。 2005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82亿

元，是建市初 1 989年的 1 1.7倍;财政总收入

35. 1亿元，是建市初的23.3倍;更令人欣喜

的是 ， 2006年提前四个月完成全年财政收入

任务，到 9月底，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

53.4亿多元 ， 增幅稳居全省第一。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今日的朔州正浓墨重彩 ， Ì发洒如火如荼的

时代长卷;热情好客的朔州人民真诚希望

与天下有志之士携手共进，再创辉煌 1

撑起一片富民天

煤车络绎，电塔林立 。 踏上朔州的土

地，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是一个煤

电大市 。 是的 ，到2006年， 全市煤炭生产

能力达到iJ 865 1万吨.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352万千瓦。 但是，朔州在发展煤电行业的

同时，十分注重加快乳品业和其它特色产

业的发展 ，以"十大优势产业同区"和

"十大潜力产业园区"为基础的新型能源

和工业基地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

头 。 全市经济从 1 999年这一建市以来的最

低谷逐步走上了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成

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改善投资环境.营造..洼地"效应.

吸引资金、人才.成为全市调整经济结构

的重要一环

在平鲁区 ， 一名来白天津市的刘女士

说如果天津市有你们这么漂亮的紫晨

广场，我一定要在旁边买一套房子 ， 早晚

嘉 明 瓷 业

出去走走，给人的感觉太美了 。 " 平鲁累

计投资5.2亿元，铺开包括道路 、交通、通

讯、学校、供气、供水、供暖、休闲等城

市建设项目 80多个 。 漫步在新建的森林公

同和万亩生态同区 ，犹如f尚伴在绿的海洋

之中 。 在软环境建设上，该区出台了许多

优惠政策，为 T业化加速发展搭起了平

台，投资者接踵而至 。 美同安格公司、神

华集团、中煤集团……已有9个 |玉|内外知名

大企业、集团在平鲁落户，引进资金23. 5亿

元，为传统产业新型化奠定了基础 。

朔州市把已经发展利大的十大产业园

区和即将成长起来的十大潜力产业同区作

为全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 除 3 个旅游

同区外，其余 1 7个同区都阳市内外的优势

企业和骨干项目牵头 ， 具有快速成长的内

在动力 。 但是 ， 要加快发展就要有投入 。

投入从哪里来?靠存量?存茧太少 ; 靠积

累?显然速度太慢 ; 靠银行?银行商业

化， 信贷要求很高 。 现实的选择 ， 只有靠

招商引资 。

朔州市资源和生产要素丰富 ， 具有招

商引资的独特吸引力 。 关键问题在投资环



境，特别是投资软环境上 。 历届市委、市

政府着力抓投资环境建设，特别是在

2006年4月召开的全市机关建设暨对外开放

动员会上，更加奏响了全市上下优化发展

环境、大力招商引资的时代强音。

市政府充分发挥政务大厅功能，切实

履行"联合咨询、联席审批、扎口收费、

集中调处、监督考核"的职能，使政务大

厅真正成为政务服务中心 。 严格实行"一

个窗口"对外 一条龙"服务 一站

式"收费，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结要办的事

项 。 坚持把扩大开放摘引进、借助外力求

发展作为全市结构调整的主要突破口 ， 先

后引进了大唐 、 神华 、 连 )1顶、嘉利、晋

能、同煤、中煤、中能、新兴、省地电、

省煤炭进出口等20多个大企业大集团，引

进资金280多亿元 ， 在朔兴办调产项目 30多

个 。 项目全部达产达效后，可新增产值

1 80亿元。

引进大企业.做大做强煤电产业.进

一步巩固朔州新型能源基地的地位

2003年 10月 25 t=I ，山西金海洋集团公

司万吨重载列车开通运营 。 这是当时国内

开通万吨重载列车的首家地方煤炭发运

站。

山西金海洋集团公词从2003年6月 第一

个项目投产至今，园区内的项目由 l个发展

到 12个，资产由 1. 5亿元发展到 16亿元;销

售收入由 2003年的2.3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

20亿元;上缴税金由 1100万元增加到 1.3亿

元 。 其洗精煤核心项目被列入全省结构调

整 " 1 3 11 "工程 。 该园区受到中央、省、

市各级领导的重视并给予好评，成为全省

"结构调整先进企业" 、 "朔州市突出贡

献企业公司被省政府列入全省"十一

五" 时期实施大企业战略重点抓的三大方

阵之中 。

朔州市借助大企业的力量拉动地方经

济结构调整，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和

共同发展 。 平鲁区20座煤矿与平朔露天矿

实行了销售联合. 5座煤矿托管给神头电

厂，全区煤炭工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大大提

高 。 安家岭露天矿投资近亿元，与平鲁区

联合建设了年产2万吨"双90" 级高岭土和

5万吨多孔硝馁项目，已投产见效。 晋能集

团改造了原神头一电厂2x6万千瓦机组，

兼并了神头电石厂，在山阴县建设了年产

3 万吨硅锚合金生产线。

多年来 ，朔州市的煤矿大都以卖原煤

为主，没有经过洗选的煤价格低廉，销路

不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全市经济的发

展 。 近年来 ，朔州市把重点放在了洗精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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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上，分别实施了省、市级调产项目

4 项;县(区)、企业级调产项目 5 项 。

其中芦西、刘家口、峙峰山、金海洋洁净

煤有限公司选煤厂作为省、市级重点调产

项目，共投资2. 12亿元，年人洗能力965万

吨 5 项县(区)、企业级调产项目，总

投资2.26亿元，年入洗能力 1190万吨 。 到

2006年，全市煤炭洗选率提高到 60'1毛以

上，吨煤洗选价格比直销的原煤价格提高

了50多元。

以东坡、下窑、葫芦堂等 10座煤矿的

改扩建和辛庄22万伏变电站、城南 11万伏

变电站、刘家口 3.5万伏变电站的建设为标

志，朔城区拉开了做大做强煤电主导产业

的序幕。

朔州市煤炭中的肝石含量较多，在没

有开发利用前.每年有500多万吨肝石自燃

或废弃 。 因此，朔州市大力发展研石发

电，已建成的王坪集团2x6万千瓦煤肝石

发电厂运行平稳，中煤公司、平鲁区和省

地电公司兰家合建的2x5万千瓦肝石电厂

已投入运行 。 全市煤矿多种经营和第气产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势头良好 。

据统计，多种经营和第三产业占煤炭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近 15% 。一批同时经营农、

林、建筑、房地产、餐饮、娱乐业的煤炭

集团正在壮大，比较典型的有西易集团和

金海洋集团公司，这些集团已形成生产、

洗选加工、非煤产业"三分天下"的格

局。

以园区建设为载体，提高新型和特色

工业的发展水平，奠定期州新型工业和生

态畜牧基地的基础

在山西古城乳业集团园区，每天车水

马龙，不少客商拉货需要排队 O 这个工业

园区内有 16个奶牛养殖场，拥有奶牛

16000头;两个良种奶牛繁殖场，饲养良种

奶牛2000头 。 同时配套建设二座年产 10万

吨奶牛饲料加工厂和一座年产 15万吨的有

机肥厂 。 副总经理乔海荣说面对乳品行

业的激烈竞争，我们不浮躁、不跟风，脚

踏实地走自己的路，公司各项经济指标令

人满意，销售收入和利税都大幅度增

。
"
川
川

卡
刀

神头发电厂



古城乳业集团早在 1 996年就跻身全国十

大乳品企业集团的行列，他们根据市场需

求不断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 用市场的

磨哥哥和考验去打造品牌， 靠品牌 占领市

场 。 古城集团公司每年都有新品上市，在

全国乳制品市场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声

誉也越来越高 。 古城牌系列乳制品已行销

全国26个省市 ， 在全国乳制品市场的占有率

为 3.2 % . 在 山西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0% 。

2005年秋天，因需求量大增，部分市场供

货不足 。 他们

没有采取好多

企业经常采用

的委托生产等

方法来解决货

源 ， 而是压缩

了一些销售市

场。 一位前来

订货的浙江客

商虽然空手而

定实施资金、 用地、 税收等倾斜政策， 建立新型

陶资才业同区 ， 扶持陶盟产业的发展。 f利气县建

起了两大立业园区 ， 大力发展陶提产业。 目前已

拥有陶资企业 xl家 ， 隧道窑和辘道窑生产线

(fj条 ， 其中新建项目 9项 ， 总投资6.26亿元。 金

沙滩工业同区现有8条生产线， 固定资产达2亿

元， 年生产陶资产品25亿件。 其中，嘉明陶资

公司年产值达2亿元 ， 有 15条现代化先进生产

线 . 5大系列上千个花色品种; 在全国设立30多

个销售处，并获得出口自营权， 产品通过输美认

证， 出 口美

国、欧洲、澳

训 、 中东、东

南亚等国家地

区 。 应县去年

通过重组改

造，投资

14∞万元使 4家

陶资企业起死

回生，并新伫

川1 ‘ 1日他 |临走 院二、......…-.-..:r._.. ., •••• ……-ι 5 条生产线 ，

时却说放 古城乳业挤奶览 每年向市场提

着到予的钱不挣，这样的企业少见 。 啥时 供硅具阳刀万件。 全市日用陶资生产能力件达到

候有货51 1]忘了告诉我。 "

2006年.以古城为主的乳制品龙头企业

迸一步斗l‘大，乳制品加 -1丁能力Ffl 2 1 万吨提高

到50万吨.增加了一倍多。 市场牵龙头，龙

头带基地 ， 基地连农户. 1:;米一J奶牛-乳

品，科1 、养、 加一条龙发展 ， 牛多、粪

多、粮多、钱多的产业链U初步形成 到

2006年 |τ半年.伞市奶牛饲养范达到 1 4.3万

头，如j区农民人均奶收收入 11 50元，均名夕IJ

Lf:省首位 J

←r.\IUJêll不:是新茸nj~基地的载体. 如何完

善功能 ， 扩大规模，提升科协朔州市的{加J二

是 . 把陶在~I~作为勺煤、也、奶Jt列的产业电市IJ

7亿件。

在乳品、陶程等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的

情况下.朔州市引导企业增加品种、提升

档次，尽快由低料产品向中高档产品迈

进 。 陶瓷业在增加品种 、提高档次的同

时 ， 已经Ffl日用瓷向建筑瓷、工业资和工

艺毯迈ill 。 怀仁县东海陶~公司上马了新

生产线，用于生产高档日用资骨质瓷 a 董

事长祁日平说原来生产的向程是用和

士做原料，而骨质瓷用的是骨粉，烧制所

采用的燃料也从煤改为天然气。 骨质瓷既

卫生又漂亮 . 肯定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
{毛二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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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三化"和J i!皆曲

在应县龙泉村，昕村民们说了这么一

段顺口溜 :出门双脚不沾泥，小康建设真

是好 ; 读书医病不出村，地里长的全是

宝 。 这样的小康村 ， 只是近几年来朔州市

农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朔州市把加快工业化、城镇

化，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破解"三农"难

题的基本途径，取得了明显成效。 粮食连

年获得丰收，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可喜势头。

ρ .:h-λ~~乡 R

"千年‘皇粮国税'都不收了，种粮国

家还给补贴钱 ，俺种粮的积极性可高

了 。 "山阴县种粮大户朱来有道出了时下

朔州市农民内心的喜悦。

一滴水可显现太阳的光辉。 像朱来有

一样 ， 朔州市农民正享受着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成果，享受着越来越多公共财政的

阳光。

来自市有关部门的统计，在2004年免

征农业税后，连续三年朔州市农民还都得

到更多关系切身利益的实惠:粮食直补 、

良种补贴、修建农村公路、贫困地区农村

孩子上学"两免一补

2006年全市继续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

接补贴，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一是玉

米良种补贴 。 2006年朔州市实施面积8万

亩，每亩补助标准5元，共40万元。 在春耕

期间 ， 各级农业和财政部门以代金券的形

式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 ， 农民在购种时就

可在各县区指定的供种点直接享受优惠 。

二是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 按照省里的

安排， 2006年对种植小麦、玉米、谷子的

农民新居

农户进行直接补贴 ， 标准分别为小麦每亩

10元 ， 玉米、谷子每亩5元;省下达朔州市

的补贴面积为 186万亩，资金936万元 。 =

是对种粮农民进行综合直补 。 2006年 ， 国

家为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种

粮农民因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

实行综合直补，标准为小麦每亩 10元，玉

米和谷子每亩7元，其它杂粮每亩5元;省

下达朔州市的计划为350万亩 ， 资金2 125万

元;全市已落实资金3 101万元，通过银行

或信用社以存折或银行卡的形式直接发放

到农民手中 。

加强"三农"的决心不能动摇，扶持

‘三农"的力度不能减弱 ， 强化 " 工农"

的工作不能松懈，才会奏响"和谐朔州"

的最强音。

变"富余..农民为富甜农民

农村的出路 ， 在于农业规模经营的不

断发展 。 劳动力输刷，不仅能为这一契机



创造条件.而且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有90多万农村

人门的朔州市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 如

何使这些剩余劳动力从几亩上地中解放出

来 ， 最快捷、最有效的出路就是大力发展

劳务约济 3

近儿年来 . 朔州市采取 "政府椎动、

政策促功、典型带动"等措施，通过加强

精训 、 引导等办法、不断把劳务经济做

大 今Tl'r 巳有 16万农民出外务下，其中

10万农民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

圳城区小平易乡提附 了每户至少有一

人在外务 1. .以此增加l农民收入 。 如城区

平IJL-( 慎的张玉，原来靠科1 地 11字也脱不了

贫 .现在ill城 F装潢两年多了 . 每年能收

入 万多j已 。 据了解，该镇 111 于 lé l 然条件

的原|大1. …直广种薄收 .目前已行ROOO多

人外汁\H r 。

行+.农民刘先在太}h(f r 1 . . 发现无一

技之 K !I \ 来也挣不了几个钱，于是就向货

主IJ 行城-家厨师班学习，平作用，他的 JI

| 资:;~尤挣到了 3000元 ，而日对为 j圣包吃包

住

怀「县扪联积极与北京、深圳等地联

系 . )1'通过培训帮助 100多名

女青年找到了从事家政服务

的 l 作 。

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每

个村里. )也是富起来的农

民，儿乎都是走出去和正在

走出去的一族 。 走出去的时

间越长，发;财就越早;走出

去的J1ff 子越大 ，生意就越

。
庄

1. JL年前，我国农经权

威人 L 杜润生先生就曾指

出. R亿人给2亿人摘饭吃的局面不改观 .

中同的农业就没有州路。

同样啕像朔州市这样一个乡村人口占

六成的地区 ，如果就农业论农业 . 不加快

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不可

能大量转移出去，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可

能提高.更无法破解"气农"难题。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 朔州市决策

层认为，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把大

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把大

量农村人口变为城镇居民，不断提高农业

劳动生产率 ， 既可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先迸

的物质装备条件，也可为农村经济集约式

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

一位农业部门的同志说，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不仅要输送州去，而且要输

送优质的 、 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不仅要让

农民在城市赚到钱，而且要通过他们将城

镇化、工业化的种子.更迅速地吹拂到家

乡的土地上。

一批批农民走向城市，进入 1 :厂，在

生产线上接受现代丁，业大潮的洗礼;一块

块土地流转到种养能人的手中，农业科技

和机械化耕作迅速推广，农业规模经营迸

易苑小区住宅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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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棚一角

发:归喜人的效应 。 党的→项项富民政策，

为广大农民推开了一扇扇通往宽裕到小康

的大门 。

1-1 工 7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再是个响亮口

号 。 全市各级各部门把新农村建设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

抓手。 朔州市提出了城市依托型、工业带

动型、旧村改造型、移民搬迁型、村庄合

并刷、旅游观光型六种建设模式;提出了

fI友提升新产业、研发推广新技术、规划

建设新农村、培养造就新农民、构建完善

新机制、拓宽启动新市场、着力创建好班

子七种路径。 全市启动了258个村庄，整治

建设的粉刷墙而58万平方米，清除垃圾

28万吨，拆除废弃牛栏、猪阁、茅厕

1000多间，改厕500多座四化四改"工

作有序进行。

为保证这项工作取得实效，觉~j 州市建

各自点的实际情况.为所在村提出科学合

理的规划，帮助所在村解决实际问题。 包

点部门罔绕各自的职能，有钱的 :.H 钱，奋

力的 l十l 力.为试点村引资金 、 |气项目，发

展生产 O 各个驻村指导员尽 liH尽责电当好

参谋，做好协调沟通 。 朔州市建设了政府

宅导、农民宅体、全杜会参勺的投入机

制，各级财政部门都增加 f对" 二农"的

投入 o 各有关部门也都捆绑项 H 、捆绑资

金 ，集中用于新农村试点建设 。 特别值得

一挺的是，根据朔州市的实际情况.确定

了以工哺农、以煤补农的投入机制，把市

在的煤矿和大用企业统筹安排J'IJ新农村建

设试点进行帮扶，落实资金3000多万J己，

帮助试点村 j -JlIl Fl 、搞建设.初步形成了

以政府为主导、全村:会参勺的多元化投入

机制。

统筹" --:: 1-ι' 进程是朔州市边向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 统筹"气化"进程，

立了市县区领导、部门 、企业 、 指导员 朔州市杜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基才会更牢

"四位一体"的领导机制 。 33位市领导分 问.才会把更多欢笑和喜悦留给农民J

别深入到联系点进行调研和指导.并针对



山市草绿牛羊壮

昔日光秃秃的荒山如今披上了绿装，

遍地牛羊成了农民的摇钱树。

这巨大的变化，得益于雁门关生态畜

牧经济区战略的实施。

200 1年秋季，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

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的战略提出

后，朔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响

应，各级各界干部群众非常拥护，都认为

这是从根本七改变雁门关北部地区生态环

境、生产条件的重大选择，是顺应这一地

区历史、自然条件，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发

展后劲、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举;是顺

民意、得民心，真正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

长远之策。

为此，朔州市委、市政府多次组织召

开会议 ， 进行安排部署，并专门成立了领

导组，对朔州实施这一决策进行了深入的

调查研究、科学论证 ， 提出要按照"三山

两路一园区"、 "三个基地两个小区"、

"十大生态畜牧经济园区"的建设布局和

"做生态文章、打乳业品牌、建畜牧强

市"的发展思路，以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

整为重点，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增

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紧紧抓住退耕还林还

草、京津风沙源治理、首都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等同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的良好机

遇 ， 加强领导，科学规划，落实责任，创

新机制，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生态建设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畜牧经济

建设呈现出数量和质量同步增长的良好发

展势头，已初步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半农半牧"生态畜牧经济区雏形。

'É 在市

朔州市总结过去几十年来搞生态、建设

的经验教训，不搞星星点点建设，不撒

"胡椒面集中连片，大规划、大布

局、大发动、长年

搞 。 按照全市"三 山

两路一园区"的生态

建设总体布局，重点

实施了 "00 1 " 生态建

设规划IJ 0 第 一 个

"0" 即好l 城区-平

鲁区右玉县一朔城区

的生态建设环形线 。

第二个" 0 "即朔

城区一山阴县-怀仁县

应县一朔城区的生态建

设环形线 。 一个

" 1 "指大运高速公

路两侧生态、工程 。 高

标准建设" 一 条绿

小南山上鸣彩凤，
苞头河畔眠羊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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