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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经过严格评审，文水县有 6人被命名为 2020年

度“吕梁市工艺美术大师”。

据了解，开展吕梁市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旨在通过评选，充分

发挥工艺美术大师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传统工艺、传颂

吕梁精神，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工艺美术的传

承、转化和创新，推动工艺美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每 2年评审一

次，参评工艺美术类别包括：工艺雕刻、工艺陶瓷、工艺印染、工艺

织绣、工艺编结、工艺织毯、漆器工艺、工艺家具、金属工艺、首饰工

艺、其他工艺，共 11大类若干小类。这次入选的 6人均是在文水乃

至吕梁有一定影响力的工艺美术工作者。其中，壁画类张全龙是

山西省工笔画协会理事、吕梁市中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文水农民

书画研究会副主席、文水县第十届政协委员，作品经常在省市书画

展中展出。剪纸类张艳婕是山西省剪纸艺术家协会会员，文水县

剪纸艺术协会会长，文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作品曾多

次在省内外获得奖项。工艺雕刻类弓志雄是中学高级教师，山西

省工艺美术协会根雕专业委员会会员，吕梁市工艺美术协会理事，

专兼职从事根艺创作十八年，作品《厚积薄发》《一吻千年》《父爱》

分别荣获山西省根展金、银、铜奖，作品《飞天》荣获陕西省根展最

佳创意奖等。首饰工艺类 90后王洁宇是，CIC 中国轻工珠宝工艺

品雕刻师（高级）助理工艺美术师，三晋文化研究会山西金石研究

院研究员。面塑类李彩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水剪纸和文倚面塑

的传承人。葫芦画类薛改莲是文水烙画葫芦协会负责人，在她的

传承和保护下，文水烙画葫芦这一古老的技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繁荣，带动了文水葫芦产业的发展。在薛改莲的推动下，今年文水

县葫芦制作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这是本批吕梁唯一入选项目。 （马智勇）

本报讯“报纸上党史知识竞答题您看

答案来没有？”

“不用答案，我都记得了，下来以后基

本上都正确。”

这是退休老党员李树春近日和女儿的

一席对话，老人在所订阅《老年日报》党史

教育问答题上完成答案后自豪地说。李树

春老人今年 85 岁，1955 年入党，年轻时候

入伍当兵，退休前曾任文水县直属工委书

记，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艰苦复杂环

境的磨炼，亲眼见证了新时代人民走向幸

福生活的奋斗历程。他订阅《党史文汇》二

十余载，利用空闲时间主动自学，杂志报纸

上圈圈点点标注重点内容，还和其他老同

志一同交流，分享学习心得。他经常鼓舞

年轻人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用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马智勇 赵洪亮）

本报讯 搭乘第十二届中部博览会的东风快车，5 月 20 日上

午，文水县在太原迎泽宾馆举行了以“携手文水、共创未来”为主

题的招商引资推介活动。

推介围绕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展开。即依托省级经济开发

区，打造工业经济集群发展新高地。向国企、央企和民营企业发

出诚挚邀请，欢迎各位朋友到文水经济开发区投资兴业，在钢铁、

铸造、机械装备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并郑重承诺，做到环境零

干扰、服务零距离、审批零障碍，土地出让零收益，重大项目承诺

即开工，创造最佳投资环境。围绕农业“特”“优”战略，打响“吕梁

农谷”金字招牌。目前，“吕梁农谷”正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

升”转变，将以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园为载体，创建县域农业公

共品牌，建设国内领先、省内一流的基地，“吕梁农谷”欢迎客商参

与。加快推进商贸文旅新业态，打造生态休闲“都市后花园”。全

县以“山水河”为主题的生态康养旅游开发前景广阔，同时具备太

原、晋中和吕梁的交通枢纽等区位优势，潜力巨大，欢迎更多的文

旅和贸易实体在文水落地，带动现代服务业更好更快发展，引导

乡村依托特色种植、农业节气、非遗传习、民间武术等，举办赏花

游园、采风摄影、文体表演等，提升地域民俗、美食、文化品牌，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

近年来，文水以深化“一枚印章管审批”重大改革和建设“数字

政府”为抓手，以优化法治环境为保障，加快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主动对标全省营商环境建设先进县市，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推动

营商环境争先进位，营商环境已进入全市先进阵营，吸引了更多的

市场主体来投资兴业，成为各方人士创新创业的投资的热土。

这次推介会上，文水县共收获 8 个签约项目，总金额达 67 亿

元，成为推介活动的一大亮点。文水县政府分别与省政府驻天津

办事处签订了招商引资合作框架协议，与央企新兴铸管签订了年

产 45万吨铸管生产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吕梁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分行签订了框

架协议；与华远陆港一亩田农村商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签订了促

进农产品产销衔接战略合作协议。开发区管委会与山西亘坤光

伏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了 110KV变电站项目协议；与山西路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固废循环经济静脉产业园项目协议。山西

宗酒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 Diamond Hong，Inc 大文行酒业有

限公司签订了白酒贸易协议。 （文/马智勇 图/韩建武）

文水县招商引资推介活动
重大项目签约成亮点

文水区位优越、交通便利，为做大做强

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年来，

该县依托历史文化底蕴、红色基因传承、生

态文旅资源，围绕太原“1小时”城市圈，着

力打造周末休闲度假目的地，充分释放文

水“太原后花园”功能。

今年 7月 1日，太原—吕梁高速铁路文

水段完工，将开启文水“高铁时代”。对接

太原滨河西路南延入文，依托红色文化、历

史文化、生态资源，围绕太原“1小时”城市

圈，打造周末休闲度假目的地，文水作为

“太原的后花园”功能正在大幅释放。尤其

是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文水段工程的

建设，为文水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

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活

动带来了活力和生机。将依托汾河百公

里中游示范区治理，开展生态保护，建设

绿色生态文水。发展汾河文化产业，在汾

河沿线创建一批休闲观光、农耕体验、节

庆采摘等景区景点，打造汾河文旅走廊。

适应都市休闲农业发展新趋势，培育休闲

采摘、收获体验等从“田间”到“餐桌”农业

销售新模式。整合县域冷链物流基础设

施，建设“梨果、肉类、蔬菜”三大冷链仓储

物流园区强化项目包装，提高招商实效，

充分挖掘农业、文旅等资源优势，包装推

介一批“田园综合体”、农产品深加工、药

茶、旅游开发等项目。推动苍儿会生态旅

游景区提质升级，开发康家堡红色旅游项

目。扩大则天纪念馆、孙谦故里、世泰湖、

北辛店等景区景点知名度。

随着都市化程度日益提高，文水将成

为太原、晋中和吕梁的交通枢纽。“十四

五”期间，文水县委、县政府将最大程度地

发挥航空、铁路、公路、高速互联互通的区

位优势，积极寻求发展商贸流通合作途

径，制定最优惠的政策，发展特色商贸、电

子商务、冷链物流。拓展大健康产业，培

育“养生—养心—养老”康养产业。将面

向全省全国吸引更多的商贸企业投资创

业，吸引更多的贸易实体在文水落地，带

动现代服务业更好更快发展。带动和引

导乡村依托特色种植、农业节气、非遗传

习、民间武术等，举办赏花游园、采风摄

影、文体表演等，挖掘白酒酿造历史文化，

催生酒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打造一批文

旅活动品牌，提升地域民俗、美食、文化品

牌，放大文水乡村旅游先天优势，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值得一提的是，文水已完成

6000 亩沙坑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具备了

实施“田园综合体”、生态康养项目的良好

条件。今后将采取开发造地、规模养殖、

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等方式，打造文

水特色旅游品牌，不断提高综合服务业的

“含绿量”“含金量”。我们由衷地恳望更

多的企业家到文水投资生态康养项目，期

待共谋发展！

“ 花 须 连 夜 发 ，莫 待 晓 风 吹 。”这 是

1300 多年前文水女儿武媚娘的一首豪迈

诗作。今天的文水，独特的区位交通优

势，多元的产业格局，厚重的文化底蕴，风

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处处蕴藏着无限商

机。全县汇聚起了谋求发展、快速发展的

磅礴力量，45 万文水人民只争朝夕、不负

韶华，凝心聚力、抢抓机遇，奋力开展高质

量高速度转型发展新局面！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文水县打好“三张牌”跑出“加速度”
□ 马智勇

五月风光好，初夏暖意浓。搭乘着“第

十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的东风快

车，文水以“增进友谊求合作、互惠共赢谋发

展”为主题的招商引资推介活动也进入新的

阶段。

文水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故里，女英雄

刘胡兰的家乡，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

展，产业基础牢固，结构特色鲜明。已形成了

钢铁、煤焦、化工、铸造、建材、食品加工、装备

制造等基础较好的产业集群，后发优势十分

强劲；农业产业优势突出，农林牧草齐头并

进，粮食作物连年丰收，白酒基酒量大质优畅

销全国，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和全省现代

农业示范县；武则天纪念馆、刘胡兰纪念馆等

景区景点初具规模，“红色+生态”旅游方兴

未艾，是全国服务业综合改革典型示范县、国

家级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县。

文水是一块创新创业的投资热土，在文

水发展，顺天时、得地利，更有人和之便。

——优惠政策相互叠加，让文水享有天

时之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京津冀一体化

发展、长三角、粤港澳等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产

业梯度转移，全省打造“十四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太原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实

施，中央和国家的这些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

陆续释放，为文水加快发展提供了天时之利

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区位交通优越便捷，让文水坐拥地

利之便。文水地处山西省中部，位于太原、晋

中、吕梁三市的“黄金交会点”，处于太原都市

圈的内圈层。去太原武宿机场和吕梁机场车

程只有 50 分钟；太中银铁路穿境而过，高铁

即将开通；大运、青银以及祁离高速、307 国

道和 320 省道纵横贯通。全县已形成公路、

铁路、航空交通立体化和“两大内外循环、四

角对外辐射、十大出境通道”的路网格局，是

三晋通衢之地。特别是地处汾河流域，孕育

了发展最便捷的要素资源，境内石灰石、石英

石、石棉矿蕴藏丰富，煤炭储量达 14 亿吨。

随着新发展格局构建，新一轮现代都市圈扩

容，独特的地理区位必将成为文水发展的先

天优势。

——人杰地灵干群一心，让文水汇聚人

和之势。黄河文化与华夏文明在这里交融集

聚，孕育了“不屈不挠，敢为人先”的地域精

神，刘胡兰、武则天和狄青、孔天胤、梁锦阳、

孙谦、张稼夫等众多杰出人物都体现了这种

深厚的人文底蕴。改革开放以来，10万创业

大军走南闯北，造就了一大批务实创新的企

业家队伍，他们和勤劳勇敢的 45万文水人民

求真务实顽强拼搏，谱写了开拓创新与时奋

进的辉煌篇章，并将成为文水实现高质量高

速度转型发展的强劲动力。特别是前不久，

刚刚换届的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擘画出文水

县十四五规划和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蓝图，

坚持以保障转型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把创新驱动放在

转型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做大做强特

钢新材料、清香型白酒、先进制造业、碳基新

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现代服务业“六大基

地”，加快建设以“六大基地”为支撑的现代产

业体系，汇聚了文水人民建设文水、发展文水

的勤劳智慧和磅礴力量，开启了推动文水高

质量高速度转型发展的伟大新征程。

利用好先天优势、发挥好后发优势，英雄

家乡 45万儿女底气十足、豪情满怀。文水县

委、县政府将围绕工业、农业、服务业打好“三

张牌”，在转型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文水加速

度”。

文水经济开发区已列入山西开发区

“第一方阵”，开发区起步区面积 10平方公

里 ，经 省 政 府 批 准 扩 区 ，规 划 面 积 达 到

30.27平方公里，形成百金堡、桑村、东庄和

南安“一区四园”格局，新能源、新材料、装

备制造、轻工业为主的产业集聚效应十分

明显。开发区内土地资源相对充足，电力

资源有充分保障，实现了大用户直供电；

有 4 万多专业技术人员和熟练操作工人，

人 力 资 源 丰 富 ；“ 九 通 一 平 ”条 件 良 好 。

开发区以吕梁建龙为主力开发特种钢、

弹 簧 钢 等 多 元 化 产 品 ，打 造 500 亿 级 特

钢 新 材 料 产 业 基 地 。 以 晋 能 科 技 为 龙

头，吸引光伏制造企业协同研发，开发先

进产品，完善产业链条。发挥新光华铸

管、汾西安泰等企业带动作用，以智能制

造为引领，引进高档数控机床、智能控制

系 统 等 新 装 备 ，发 展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业 。

加快传统铸造产业提档升级，开发大型

桥梁、涵洞等异型模板构件，打造 100 亿

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开发区用科技创新

赋能传统煤化工产业，深度开发高性能

炭黑、专用炭黑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发

展 碳 纤 维 、石 墨 烯 、超 级 电 容 碳 等 新 材

料，培育高端碳基新材料和碳基合成新

材料产业，推动煤化工产业链由中低端

迈向中高端，打造 50 亿级碳基新材料产

业基地。同时，以金地煤焦、国金电力、

金 源 煤 化 等 企 业 为 支 撑 ，壮 大“ 煤 — 焦

—电—化—建—运”循环经济产业链，吸

引更多企业合作共建。目前，开发区正

在加快博士后工作站建设，加大企业建

设实验室、技术中心的政策支持力度，促

进开发区提质升级，力争“十四五”末晋

升 为 国 家 级 开 发 区 ，规 上 企 业 突 破 120
户、上市企业达到 15 户。

山西文水经济开发区是县域经济高

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力引擎，必将为文水未

来跨越腾飞插上美丽翅膀！

文水地处山西中部，国土面积 1064.4
平方公里，东部一马平川，气候属于暖温

带大陆性区域，气象条件适中，阳光充足，

雨量丰沛，汾河、文峪河、磁窑河三大河流

横贯全境，拥有 54 万亩优质耕地，95%的

面积实现井河双灌，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

生产条件，是基础雄厚、名副其实的农业

大县。县域境内盛产梨果、干果、牛肉、蔬

菜、白酒、沙棘等特色农产品，在业内具有

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中，12 万亩

女皇贡梨被誉为“优梨之冠”，大量出口欧

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大象农牧集团

旗下的产品涉及六大系列一百多个品种，

供应肯德基、双汇等国内知名企业；“牧

标”系列产品荣获“中国最具价值牛排品

牌”和“中国牛肉领袖品牌”，营销网络布

局全国 26个省市区 100多个城市；吕梁野

山坡是“沙棘采收加工省级农业标准化示

范区”，是全省沙棘制品综合开发的领军

企业……

农业是文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

根本，更是转型发展、开放发展的着力点

和突破口。近年来，该县高度重视现代农

业发展，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年产

量保持在 2 亿公斤以上，努力建成了一个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刘胡兰镇进入全国农

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榜单，保贤村成为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和全国乡村特色产

业亿元村。壮大市场主体，国家、省、市级

农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分 别 达到 5 户、19
户、31 户，大象农牧成为全省唯一百亿级

农业龙头企业，进入全国养猪巨头 20 强，

锦绣农牧名列“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00 强”第 40 位。培育国家、省、市级示范

农民合作社 1户、3户、5户。目前，全县形

成了“肉制品加工、畜禽养殖、果汁加工、干

果生产、饲料加工、玉米育种、蔬菜种销、白

酒生产、生态旅游、特种养殖”十大农业产

业链条，形成了“玉米、梨果、蔬菜、葡萄、核

桃、中药材”六大农业种植基地，特色品牌

叫响三晋，名优产品走向全国。农业的发

展也催生了白酒产业的发展，文水将继续

发挥白酒产量大、品质好的固有优势，坚持

“外引内联、提质增量、更可持续”的思路，

支持县域白酒企业与国内知名品牌联姻合

作，引导白酒产业绿色、优质、健康、集聚发

展，构建 20 万吨优质基酒产业集群，打造

30亿级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

与文水农业基础相匹配的多功能高

效农业和独具特色的现代农业体系，促使

文水县委、县政府叫响一个目标：把文水

建成“吕梁农谷”！打造“吕梁农谷”是县

委立足文水实际、着眼“三农”长远发展和

乡村振兴做出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农业发

展的“一号工程”。今后，县政府将以现代

农业循环经济产业园为载体，开展“品牌

强农”行动，用科技团队、技术专家、新型

机械赋能现代农业，创建县域农业公共品

牌，推动县域农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

提升”转变。将始终握指成拳、集中优势，

确保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投入靶向不

偏、焦点不散，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工作落

实见效，真正把吕梁农谷打造成科技之

谷、产业之谷、创新之谷、绿色之谷、富民

之谷，使“吕梁农谷”成为国内领先、省内

一流的现代农业科技基地。

第一张牌：擦亮文水经济开发区名片，打造工业经济集群发展新高地

第二张牌：打响“吕梁农谷”金字招牌，放大农业功能食品新优势

第三张牌：树立践行“两山”理论样板，建设一流的人文生态旅游目的地

退休老党员李树春退休老党员李树春

学习党史一丝不苟学习党史一丝不苟

文水县6人被命名为
“吕梁市工艺美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