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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榆次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中共晋中市榆次区委书记
孙光堂

一座历史文化丰厚的城市，注定是独具魅力的，一座保留了历史遗

存且与时俱进的城市是幸福而宣居的。 作为晋商故里的榆次，将历史底

蕴和现代气息完美融合的一座城市，它的魅力和宣居是不言而喻的。

榆次向为晋藩首辅、 三晋名邑。 其魅力在于历史源远流长，人杰地

灵。西周时榆次即建城池， 3500 年来风云际会，才俊辈出，名满天下 。

近 500 年来，凭众多商贾精英，财取四海，成为晋商的一支劲旅，创造

了名扬四海的晋商文化。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雄居三晋交通枢纽，堪

当晋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入新世纪，榆次更以飘升的经济、多

彩的文化、和谐的社会事业而享誉三晋。 榆次作为"大太原经济圈" 核

心圈层和太原一一晋中同城化建设的战略要地，其独占地理、 区位 、 交

通之优势，得天时、享地利、悦人和，百业俱兴。

时值山西转型跨越之期，省委书记袁纯清同志来到榆次调研，为实

施转型、推动跨越而指点方略 · 特别是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更为富民

强省而筹划蓝图 : 要顺应转型发展的时代潮流，登高望远谋划未来发展 ;

要以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为重点，加快

推进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要树立"发现即发展、 开放即发展、招商即

发展"的观念，把招商引资作为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重大举措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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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劳动、知识、资本、管理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

分涌流…… o 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花，似出征的号角催人奋进，袁纯清书

记的讲话，在魏榆大地迅速转化为跨越赶超的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省委

书记袁纯清讲话精神暨大招商大引资工作全面扎实展开，全区上下万众

一心聚合力，以重商亲商的诚心，以合作多赢的襟怀，以率先发展的魄

力，奋力把握转型跨越的新机通，在省委提出的以"一核一圈三群"为

主体的城镇空间布局中发挥新作为，抢占招商引资的制高点，争当赶超

路上的排头兵。

为更好地推动大招商大引资工作，我们编寨的 〈晋商故里·榆次〉 一

书，设置了感知榆次、人文榆次、魅力榆次、和谐榆次、活力榆次等篇

章，不仅展示了榆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晋商故里曾经的辉煌，更昭示了

新时期新榆次之勃勃雄姿和广博胸襟。此举就是要激发起更多有志者干

事创业的勇气和豪情，就是要吸引更多的有识者关注榆次，投资榆次，

建设榆次，让榆次成为机遇垂青的热土，集聚财富的"摇篮"。

回顾历史，政通人和的榆次，相传凤凰翔集而名"凤城放眼未

来，榆次筑巢引凤，群贤毕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现代新晋商

与天下巨贾共赢美好事业，共创榆次美好明天，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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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地处晋中盆地东北边缘，东依太行，西俯汾谷，北枕罕山，南抱八

缚，形若雄狮，蹲之欲跃，犹如镶嵌在三晋腹地的一颗明珠。榆次是晋中市委、

市政府的所在地，是晋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中心。早在 3500 年

前的西周时期就已有城邑，战国时设立县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境内自然资源丰富，立地条件优越，是山西乃至北方重要的农林果蔬之乡。

进入 21 世纪，随着太原加速南扩，榆次区委、政府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全力打

造现代普商中心区。今天的榆次绿色农业兴旺、工业门类齐全、文化旅游繁荣、

商贸物流发达、城市扩张迅速，是山西省综合指标十强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中国晋商文化之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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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中都也有"凤城"之美誉。古称"魏榆"、陆i欠

东经 112034'13" -113勺'伍"北纬 37023'41" - 37。日 '04"之间 。{诙 -t飞1

1328 平方公里 ， 东西宽 49 .9 公里，南北长 53.7 公里。!而在!

6 镇 4 乡， 272 个行政村 9 个街道办事处， 61 个社区。辅以

55 万， 其中城镇人口 29 万，农业人口 26 万。人门

地区生产总值 119.7 亿元，财政总收入 16 亿元，2009 "F 全会 jj干捕和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92.7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5.6 亿元，外

贸进出口总额 5500 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379 元，农民人

均纯收人 6766 元。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省排名第 4 位。

林木覆盖率 36%，森林覆盖率 17.5% 。 二级以上2009 年牛，态指怀

天数 348 天，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

量分别控制在 8755 吨和 3498 吨， 荣获"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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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据对境内长凝镇贾鱼沟和东赵乡大

发村旧石器文化遗址考证，早在一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的活动。 榆次

"榆次之邑，战

"梁惠王九年(前 327 年)与郎

设县制最早始于战国初期，据清同治《榆次县志》说 :

国时已有之。"在《竹书纪年》 中有云:

阳邑者

公元

传》中亦有"荆柯尝

游榆次"的记载。 榆

灿烂的文化、丰富的

《史记 · 刺客列

次以其悠久的历史、

冉、

也 。 "

资源而闻名天下。

JJj 也 m.'在

榆次、

前 453 年，赵魏韩三

。晋商博物馆分晋国后，榆次先属

魏后属赵 。 赵孝成王

十九年(前 247 年) ，榆次为秦国占领，次年置太原郡，榆次属焉，建县

制 。 此后历经秦、汉、 三国、西晋，皆名榆次，隶属未变。 北魏、北齐

曾一度更名中都。 隋开皇十一年 (591 年) ， 复名榆次，沿袭至今。 其隶

属多为太原郡(府) 、 并州 。 民国时期，榆次隶属更迭频繁。 1930 - 1938 

年、 1945 - 1948 年期间榆次属省直辖。 1948 年 7 月榆次解放，恢复榆次

感
知
榆
次

县完整建制，全国解放后，隶属山西省晋中行署，间或县、市几经变迁。

1999 年晋中撤地设市，榆次遂为晋中市榆次区。

"中都别名"凤城"。 在榆次老榆次，古称"魏榆"、码q-\'Jlh * 
O
O
M~0
0
ω
 

"西周时期，部落首领

榆罔，乃神农氏后代，率部居涂水之畔立榆州国，榆次因之而得名 。 榆

城县衙广场置有"榆州国遗址"铜牌，其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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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广场

州国定都于今榆次老城， ……" 。 这就是"榆次"之名最早由来。 后晋悼

公(前 572一前 558 年)时，曾用魏络和戎之策，以货易土，而得榆次，

固取魏络之姓和榆州国之"榆"合而得名"魏榆" 。 晋昭公五年(前 527

年) ，大夫中行穆子(即中行伯，本名苟吴)据魏榆北伐狄，都魏榆故又

名"中都" (意为中行氏之都) ，传千余年，到北魏太平真君九年 (448

年)置中都县。

关于别名"凤城"的来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西晋咸宁年间，

苟浪(也叫苟邀)任榆次知县，他勤政爱民，治理有方，深得百姓爱戴。

相传咸宁二年 (276 年) 六月成群的大鸟集于榆次，人们纷纷传言，大鸟

即凤凰，于是榆次就有了"凤城"之说。 700 多年后，宋代名士文彦博在

榆做县令，为缅怀先人、激励自己，就在县衙旁建起了思凤楼。 再后来，

因太原称为"龙城榆次与太原相毗邻，遥相呼应，取"龙凤呈样"之

"凤城"这一美称也就流传了下来。意，



区位交通

榆次地处三晋腹地，距省城太原 25 公里，为经济战略要地。 2005 年

《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纲要》提出 :要"构建以太原一榆次为核心圈层的大

"促进太原市与晋中市榆次区的一体化发展。 实施双赢策太原都市圈

略，创新管理体制，尽快实现公交、电信、金融等领域的‘同城化搞

好城市间快速通道与城市道路的协调衔接。"目前，榆次与太原公交、煤

气、广电网络已对接，金融业务已实现同城通兑O 其独占地理、区位、

交通之优势，尽享全省经济规划之先机。

榆次距离山西省最大的机场一一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只有 10 公tuffft 

里。 武宿机场是山西省国际航空港，也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备降机场。

可保障 B747 、 A340 等机型的全载起降及世界最大机型空中客车 A380 机

加盟太原机场的航空公司有 2 1 家，执飞航空公司 12 家 。 武

国外通航城市有法兰克福、巴黎、伦敦、

型的备降。

宿机场国内通航城市有 46 个，

纽约、旧金山、新加坡、吉隆坡、槟城、济州等十余个。 2009 年机场旅

客吞吐量 463 万人次，吞吐量全国排名第 29 位。

榆次铁路四铁路

感
知
榆
次

同

蒲、太焦以及太中银四

条铁路干线的交汇枢

纽 。

现为太原铁路局 8 个直

榆次有始建于

属站之一。 2009 年，

榆次站完成旅客发送

1907 年的榆次火车站，

通八达，是石太、

oo
hp~oom 

货物发

日均办理

13 1.7 万人次，

送 5 18 万吨，。 四通八达的铁路



车数 6952 辆 。 随着石太

客运专线和太原枢纽东环

线的开通，榆次站在太原

局乃至全国的枢纽地位将

榆次有 5 个货场和

榆次距华北地区第二

有 25 公里，交通十分方

大客运站-太原火车站只

榆次公路交通

大同一运城高速公路纵贯

境内;太原一旧关、大

呈辐射状连接省内外，

108 国道 、 太原一长治 、

运输网，以榆次为中心，

21 条厂矿铁路专用线。

进一步加强。

公路

便。晋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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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运城高速公路与冀、
。太旧高速公路

京、津国道主干线连成一

片;榆长 、 榆邢、榆清省

级公路纵横。 市县乡公路

100.1km。

四通八达，全区公路通车

公路密度达每百平方公里

里程达到 1312.9km，境内

共有 37 条城市公交
。城区公交

交通线， 390 辆公交车，

其中城区 12 条线路，市郊 25 条线路，行政村通客车覆盖率达 98% 。 通

往太原的 901 路，每 2-5 分钟一趟，年均客流量 400 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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