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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以

来党中央确立的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贯彻新

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

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没有区域协调发展，就没有经济高质量发

展。

一条路，改变一座城。作为建设山西中部

城市群发展重要战略支点建设项目之一，离柳

快速路工程复工一直备受关注。日前，记者来

到离柳快速路建设工地现场，走进建设现场看

到，建筑工人正铆足干劲，争分夺秒忙建设，千

方百计抓质量，多措并举保安全，全力保障项

目建设有序推进。

畅通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吕梁市区

快速内环通道，实施市区文丰路、滨河南路以

及 209 国道柳中路至军纬一路段快速化改造，

打通老城区至新城区快速路，构建市区半小时

快速交通内环；以吕梁市区为中心，建设离石

到方山、中阳、柳林城市快速路，实施 209 国道

（岚县至交口段）改扩建工程，推动离石、柳林、

中阳、方山一体化发展，拓展城市群公路网。

改造提升干线公路，推动国道 307线改造，提升

我市东西向交通运输能力。立足实现吕梁与

太原、晋中道路交通一体化衔接，加快打通跨

市区域道路断点，规划建设滨河西路—交城—

文水—汾阳－孝义城郊快速路，协调推进太原

大二环高速交城段项目建设。

吕梁统筹推进山区平川均衡发展，打造离

柳中方、交汾文孝两个超百万人口承载力的城

镇组群，形成组群引领、板块支撑的城市发展

体系。以离柳中方城镇组群为中心城市区域

发展核心，交汾文孝平川区城镇组群对接太原

都市区、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引领吕梁市融入

全省中部城市群和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空间布

局，协同发展。

8月吕梁大地，骄阳如火，但在黄河流域临

县段，郁郁葱葱的绿植带，生机勃勃的黄河 1号

公路，却是阵阵清凉。行走在母亲河沿岸，入

眼皆画的黄河生态建设令人流连忘返。目前

山青水秀、天蓝地净目标基本实现，高标准保

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生态发展潜力

充分激发，具有吕梁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国

家重大战略，吕梁市委、市政府按照整体保护、

点状开发、集聚发展的原则，构建吕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一带”引领、“两

廊”联动、“三区”推进、“多点”融合的战略布

局。

以黄河干流为主线，以黄河主要支流为依

托，建设基于黄河水系网络的脉状生态保护示

范引领带，畅通沿黄河和沿汾河的两线走廊，

沿兴县—临县—柳林县—石楼县重点围绕生

态保护修复建设生态绿色走廊，依托柳林县全

县域开展先行先试；沿交城县—文水县—汾阳

市—孝义市—交口县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建

设循环经济走廊，依托交口县全县域开展先行

先试。生态绿色走廊和循环经济走廊“两廊”

联动，以三川河等重要支流为连接纽带，充分

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岚县、方山县、离石区、中

阳县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形成全市域 13
县（市、区）全覆盖。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

力，将功能布局划分为生态示范区、特色农业

区和循环产业区。坚持绿色产业、文化体验、

生态旅游“三位一体”，推进重点区域、重要节

点以及村镇进行生态修复和绿化美化，建设村

镇人居林、生态经济林。

因地制宜，分工协作，大力建设山青水绿

的生态布局、高效集约的生产布局与便捷宜居

的生活布局，加快实现建设幸福吕梁的奋斗目

标。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区

面积迅速扩张，城区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短板逐渐凸显，城市治

理和灾害防治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乔家沟，每当下雨天，居住在

背街小巷中的居民想要外出购买生

活用品或者蔬菜瓜果，都要整装出

行，穿上雨靴，挽高裤腿。首先，从

家门出发，躲避水坑，一路沿着墙围

走到街口，随后，面临因地势原因由

雨水将高处泥土冲刷堆积形成的泥

泞，小心寻找落脚点，如若观察不

细，就有可能踩进淤泥弄脏鞋裤；如

若脚下不慎，更可能滑倒在地。狭

窄的文丰路在下雨天更容易交通堵

塞，车辆驶过溅起的泥水让路边行

人更是无奈，只有等到环卫部门用

铲车和冲洗车清淤排涝后才能放心

出行，安全出行着实成为困扰附近

居民的大难题。

文丰路东连滨河北路，北接凤

山路，作为连通主城和新区的快速

道路，是市区最早形成的城市南北

同行大动脉。但由于近年来城市发

展迅速，车流量剧增，没有绿化带和

硬化设计的道路两侧，一直承载着

远超自身路况的运输压力的文丰路

时常发生交通事故，在雨天，文丰路

更是成为了“泥路”“水路”。随着市

区道路拥堵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

充分发挥文丰路实际价值，释放道

路运输潜力，市委、市政府将文丰路

拓宽改造项目设为我市“十四五”一

项重大民生工程。目前，项目已进

入冲刺阶段，项目完成后，将极大方

便文丰路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缓解

城区交通压力。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曲晓

东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

面貌焕然一新。一方面，推动主城

改造提质增效。按照“新区做加法、

主城区做减法”思路，启动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五年行动和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项目，货源街等 41个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完工 2个，开工 25个，剩余

14 个争取 8 月初全面开工；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 12 部已开工 7 部，完成

联合审核 2 部，有加装意愿且正在

申报 6 部。另一方面，加快新区建

设。总投资 2亿元的城市综合展示

馆主体结构全部完成，正在进行主

体施工。预计 10月份建成投运，将

成为吕梁城市靓丽的品牌地标。

老旧小区改造，治污拆违还绿，吕梁的人居环境在

一天天改善。在城镇化发展接近成熟期时，通过维护

整建拆除、完善公共资源等合理的“新陈代谢”方式，对

城市空间资源重新调整配置，使之更好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

城市建设既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也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

动城市结构调整优化和品质提升，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

式，建设宜居、绿色、韧性、智慧、人文城市，对于全面提

升城市发展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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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不断建设完善升级各类设施。 记者 薛志雄 摄
图②为离石区七里滩建筑楼群。 记者 刘亮亮 摄
图③为吕梁新区配套公园一角。 记者 刘亮亮 摄
图④为方山县圪洞镇庄上村航拍图。 记者 薛志雄 摄

我市“区域协同”打开城市发展新格局
□ 本报记者 任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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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挂着红灯笼的明清古建筑群和黄

土高原相得益彰，古老的黄河卵石铺成的长

街两旁各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层层叠叠的

窑洞布局合理、错落有致、甚是壮观，黄河水

在浅滩上激起雪白浪花发出巨大的声响，近

年来，集黄河文化、晋商文化于一体的碛口古

镇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青睐。

出了碛口，走进临县县城，湫水河畔风光

无限，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条条街道宽阔通

畅，座座公园绿意盎然，如今的临县，推窗可

见绿，出门即进园，沿河景观风景宜人。城市

发展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梳理着这座城市

社会的发展答卷，这正是临县城市格局不断

拓展的生动写照。

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临县令人

惊喜的城市蝶变，离不开规划统筹发挥的作

用。近年来，临县自然资源局加强规划引领和

空间要素保障，在规划编制、政策制定、资源配

置等方面，不断推动改革创新、拿出真招实招，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统筹保护与发展，有效划

定了“三条控制线”，构建了国土空间开发新格

局，优化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实施了

建设用地减量化行动，以建设之美转化成老百

姓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临县变大了，也变美了。”

“每天走出家门就能到绿道上休闲散步，

城区处处都是景色 ，我们享受到了出门见景

的诗意生活。”

“以前总是向往远方的好风景，现在我们

自己家门口就有一个个生态公园，健身、散

步、跳舞，别提多幸福了。”

阳光下，市民们悠然享受着美景，也肆意

享受着这座城的湿润和发展。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临县自然资源局围

绕“双核驱动，两廊脉动，两驱翼动”( 以碛口古

镇文化体验核、县城休闲服务核、黄河风光休

闲廊、湫水河风情廊、西部乡村旅游发展区和

东部乡村旅游发展区)的空间格局，制定下发了

《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2021-2035）编制工作

方案》，构建了“一级两类”规划体系（一级是县

级，两类是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1+1+10”总
体规划框架。“第一个 1是 1个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第二个 1个是县域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

复专项规划的专项研究，10是 10个课题专项研

究，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专

题研究、村庄布局专题研究、低效用地专题研

究、城镇开发边界专题研究、国土空间特色指

标体系专题研究、国土空间战略专题研究、产

业发展与空间布局专题研究、乡村振兴空间策

略专题研究、国土空间规划传导和综合管控体

系专题研究、重大基础设施专题研究”临县自

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说。

未来，临县将继续坚持规划引领、生态优

先、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先行，以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形成坐标统一、边界吻

合、上下贯通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数据

库，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加速补齐功能短

板，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辐射带动

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确保临县城市建

设发展的空间实现倍增。

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越来越

多，农民从田间地头走向天南海北，农

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为城市建设注入新

的活力，也渐渐成为了农村脱贫人口

的康庄大道。

家住市区区城内二巷的小李正带

着两周岁的孩子在公园散步，谈起近

些年的生活，小李说:“我老家在临县

安业乡东岭上村，几年前我还什么都

不会，只能在家里打杂帮忙，但是我赶

上了好时候，政府组织职业技能培训，

成为了我人生轨迹的拐点。”小李对记

者说，由于没有参加过系统的学习，尽

管自己对机械十分感兴趣，但当时自

己还是十分迷茫，没有方向，不知如何

把兴趣变成自己的“饭碗”。

当时临县人社局组织技能培训，

小李去旁听了一节护工课，尽管与自

己兴趣爱好不同，但看着周围都是从

零学起的父老乡亲，小李茅塞顿开一

般再也按捺不住学习工程机械的心

思。“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一

定要想方设法学到一门技术，村里的

中 老 年 人 还 能 学 技 术 ，我 也 一 定 可

以。”回到家的小李马上联系亲戚朋友

打听经验丰富的工地师傅，希望能带

带自己。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李

通过邻村老师傅的介绍报名了塔吊司

机培训。经过刻苦认真地学习和实

操，没过多久，小李就成功考下了塔吊

司机证。在跟着老师傅实地跟班学习

了一段时间后，小李就已经能熟练操

控塔吊。现在，小李已经跟着工程队

完成了许多项目，甚至在项目刚完成

后的休息时间也会有人请他临时帮

忙。

小李感慨到：“现在生活条件与以

前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从当初在县城

买房都困难到如今搬到离石，买车买

房，娶妻生子，生活仿佛一夜之间就发

生了变化。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政府

组织技能培训，我想我也不会下定决

心独自出门闯荡，更不会有现在的生

活，我真心实意感谢政府对农村困难

群体的政策支持！”

尽管已经有了专业的技术和令人

羡慕的生活，但小李比以往更关注政

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一有消息他就会通知

老家的村民，他希望有更多村民能享受到政府的政策，提

升他们的生活水平。

前不久，为推动离石区就业帮扶工作，实现 800人以上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各类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离石

区举办“2022 年惠民生促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推介

会”。招聘会征集区内离石电缆、山水水泥、新龙重工、晋

吕商业等 14家优质用工企业，涵盖机械工程师、叉车司机、

业务经理、育儿嫂、保洁、保安、缝纫工等各行各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加快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

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好“三

农”问题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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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自然资源局

舞好规划龙头 建设美丽家园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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