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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前不久，刚

刚结束的 2022 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让国内

外酒行业协会代表、名酒企业、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等

又一次领略了诗意的杏花村和“醉美”的吕梁。

吕梁是一座有悠久酿造史和酒文化史的城市。

吕梁白酒有 6000 年的酿造史、1500 年的成名史、

800年的蒸馏史和 300年的品牌史，是中国酿酒史的

缩影。

酒博会是山西省唯一一个国际类酒业展会，历

经 5年，其号召力、影响力不断增强，一跃成为全国最

大的国际酒业展会之一，充分彰显了吕梁白酒的产

区优势和产业优势，提升了吕梁作为“世界十大烈酒

产区”的国际影响力。

最近，吕梁为推进白酒产业发展，市委、市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具体

支持措施包括组建市属国有白酒企业，支持鼓励民营

白酒企业加盟或入股，重点支持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参

与；对当年度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白酒生产企业，在

省级专项资金补助 50万元的基础上，市级财政补助

50 万元、县级补助 50 万元；市、县有关部门开通绿色

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等。

发展白酒产业，吕梁规划了“一村、一城、一区和两

中心”“：一村”即“中华名酒第一村”杏花村，是汾酒故

乡，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一城”即“中国白酒第一

城”中国汾酒城，是中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

“一区”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山西省唯一一个

以白酒为主导产业的开发区“；两中心”即国家级白酒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级白酒交易会展中心。

今年上半年，吕梁白酒产量 11.7 万千升、同比

增长 15.3%。而在过去的 5 年，吕梁白酒产量从 8.2
万千升增加到 18.5 万千升，占中国清香型白酒产量

的 1/5、山西省的 2/3 以上。目前，吕梁白酒产量、产

值和税收收入实现翻番，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格局

初步形成。

吕梁之吕梁之““白白””————

金秋时节，在岚县界河口镇东口子村沙棘培育

基地，合作社社员正忙着采摘沙棘。该镇副镇长、原

村党支部书记郑二小告诉记者：“沙棘苗不仅有防风

固沙、荒原增绿的生态效益，而且它全身都是宝，果

可制沙棘油、饮料，叶可做茶，枝可制板材，村民可谓

吃上了生态饭。”

如今，东口子村建起了沙棘冷库，引进沙棘制品

公司，形成一条“种植—管护—采摘—加工—销售”

产业链“。仅这一项就可实现产值 1.5 亿元，解决周

边村 200 多人就业，带动 460 余人稳定增收，让大家

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郑二小细数着产业

链的好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吕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在一个

战场打赢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统筹开展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定不移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走廊建设，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实现全市林

草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和高标准保护。近五年，吕

梁市累计投入资金 78亿元，相继实施退耕还林、三北

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完成造

林 330 万亩，占全省总任务的 41%；完成退耕还林

236.7万亩，占全省任务的 61%。从 2018 年起持续

实施市级“三个 100 万亩”生态工程（包括省级下达

任务），即营造林和退耕还林 100万亩、经济林提质增

效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100 万亩、林下经济 100 万

亩。

此外，吕梁还创造性地成立扶贫造林专业合作

社，并逐步影响和推广到全省、全国。到 2019 年年

底，吕梁市黄河全流域 10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

帽，1439个贫困村全部退出，累计减贫 58.5万人。

吕梁之吕梁之““绿绿””————

“在转型发展上率先 出一条新路来，乘势而上

书 写 山 西 践 行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新 篇

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

吕梁未来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吕梁在“率先”上抢先机，在“ 出”上下苦功，在

“新路”上勇探索，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集中精力

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提高发展质量，创新活力逐步释

放，转型发展的“含金量”与日俱增。

传统产业率先转型，实现内涵集约发展。吕梁

是煤炭大市、资源大市，产业转型离不开煤炭、绕不

开资源。吕梁坚持以煤、铝、酒“一黑二白”传统产业

支撑转型，大数据、大旅游、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

“两大三新”新兴产业引领转型，以产业结构调整为

主线，以创新驱动为路径，以“保煤增气、降碳减污、

协同增效、转型发展”为目标，着力深化能源革命，实

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围绕建设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区，出台《吕梁

市能源革命行动方案》，大力推进煤炭减优绿发展，

推广充填开采、无煤柱开采等技术，加快智慧矿山建

设。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采取关停、限产

等硬核措施分类处置 40个“两高”项目。

围绕打造铝镁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中铝华润二

期 50万吨合金铝项目稳步推进，山西一禾铝导线等

3个铝材加工项目达产达效，3D铝合金增材制造等 4
个铝材加工项目加快建设，成功获批全省煤铝共采

试点市。

围绕白酒产能 50 万吨、产量 50 万千升、销售收

入 500 亿元、建设“酒都吕梁”目标，总投资 200 亿元

的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开工建设，白酒交易中心、

白酒产品质检中心完工。

新兴产业引领转型，实现集群规模发展。“一花

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着眼高质量发展，聚

焦特色优势、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吕梁转

型发展必然的选择。从“一枝独秀”的煤炭产业，转

向煤成气、数字经济、氢能、文化旅游等多产业发展，

在着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上，吕梁一步

一个脚印。

吕梁之吕梁之““新新””———— 调整结构 创新驱动

土地增绿 百姓增收

汾酒故乡“醉美”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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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立体式的交通
网络。 刘亮亮 摄
图②：集医疗教学、急救

网络、健康管理、疾病预
防、高端康复五位一体的智

慧医疗综合体。
刘亮亮 摄

图③：石楼县郭家河光伏电站。
王益炜 摄

图④：气势恢弘的中汾酒城。
王益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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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革命老

区吕梁处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在这片英雄的土

地上，吕梁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

锻造出了宝贵的吕梁精神。

2017 年 6 月 21 日，一

个吕梁人民铭记在心的日子。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第一站

就来到吕梁，高度评价伟大的吕

梁精神：“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

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

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习近

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让吕梁人民倍

感振奋、备受鼓舞。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近五年

来，吕梁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吕梁人

民，以吕梁精神涵养初心、重塑信心、激

发干劲，团结带领吕梁人民把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托融入建设美丽幸福吕梁的宏伟

蓝图，脱贫攻坚夺取全面性胜利，转型发展

取得跨越性进展，民生事业实现突破性提

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吕

梁精神彰显出旺盛生命力，推动着吕梁老区

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

在吕梁精神指引下，历史性告别绝对贫

困。吕梁坚定“打不赢脱贫攻坚战，就对不

起这块红色土地”的信心和决心，经过 8 年

精准扶贫、5 年集中攻坚，脱贫攻坚取得重

大胜利，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现行标

准下 59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两不愁三保

障”全面实现，10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439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昔日的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吕梁整体脱贫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吕梁转型发展 出新路。按照“减煤增气、控量提效、补

链强链”的思路，大力推进煤炭绿色智能开采、新型煤化工和

煤成气增储上产，打造全国一流的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基地；

围绕“铝水不落地”目标，全力打造全国最具竞争力的电价

洼地、铝镁新材料集聚区和电力改革先行示范区；全力支持

汾酒集团做大做强，带动地方中小白酒企业发展，大力实

施“酒+”融合发展战略，全方位推动酒与文化旅游产业形

态融合、业态协同，全力打造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和酒文

化旅游胜地；以红色景点为依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延

续传承红色基因，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坚定不移地推进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全力打造一流大数据应

用创新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吕梁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的上学、看病、就业、住房、育幼、养老等民生领域突出

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生支出占比持续保持在 80%左右，美丽幸福吕梁

的底气更足、质量更高。

新征程上，吕梁将牢记嘱托，从吕梁精神中

汲取奋进力量，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吕梁

人民生活更美好。

用辛勤劳动创造美好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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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一色，风景如画，吕梁已成为人们向往的宜居宜业之城。冯 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