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吕梁市委机关报 吕梁日报社出版

3
2023年 12月

第11184期

农历癸卯年十月二十一

星期日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4－0028

邮发代号：21—28 吕梁新闻网：www.sxllnews.cn中共吕梁市委主管主办

LVLIANG RIBAO

要闻部邮箱要闻部邮箱：：llrbywb@llrbywb@163163.com.com要闻部邮箱：llrbywb@163.com要闻部主办 本版组版：李刚 责编：岳旭强岳旭强 靳艳芳靳艳芳 刘子菊刘子菊 成凯成凯 校对：王艳

□ 本报记者 高茜

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12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3 年“读

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

苏乏力，地缘冲突不断加剧，人类又

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更

需要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促

进全球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福祉。

习近平指出，读懂中国，关键要

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今天，中国正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前途命运和

人 类 的 前 途 命 运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我们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

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稳步扩大

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

放。我们坚定不移致力于扩大同

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不断以中国新

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努力，实现和

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

界现代化。希望与会嘉宾为促进

中国与世界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

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中国国

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

民外交学会、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2日在广州开幕，主题为“百年

变局下的中国新作为——扩大利益

汇合点，构建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

放眼中国经济版图，长三角地区以

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约 17%的人

口，创造了全国近 1/4 的经济总量，是经

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

11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

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长三角“进一步

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

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2018 年 11 月 5 日，在上海举行的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

平总书记郑重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赋予

长三角重大历史使命，为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明确指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重大使命、重点任务、方法路径、根

本保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长三角地

区紧扣“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

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

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

新高地”的战略定位，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这个首要任务，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的长三角新篇章。

“必须深刻认识长三角区
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

11月 8日，随着一声发车指令，一列

满载输配电设备及工程机械、光学仪器

等货物的列车缓缓从上海铁路闵行站驶

出。列车将沿沪昆铁路一路向南，从云

南磨憨口岸出境，沿中老铁路驶往老挝

万象。

第 六 届 进 博 会 期 间 ，2023 长 三 角

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要素对接大会

在上海举行，近千名参会者从视频中见

证了“中老班列-G60 号”国际货运班列

首发仪式。

发源于上海松江区的长三角 G60科

创走廊，不仅在地理空间不断延伸拓展，

更在创新生态与协作网络上提质增能。

五年来，G60 科创走廊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占全国比重从 1/12上升到 1/8，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11.5%上

升到 15%……

长三角，这片面积约 35.8万平方公里

的中国东部发展热土，在国家现代化建设

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举足轻重。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上海工作期间，

深入思考、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进入新时代，这片区域在全国发展大局中

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更

是站在全局高度精心谋划，为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按下“快进键”。 （下转4版）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纪事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12月 1日，全省开

发区 2023 年第四次“三个一批”活动在各市和

山西综改示范区同步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

金湘军在太原中北高新区主会场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转型发展

重大使命，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精会神抓项

目，踔厉奋发谋发展，不断增强开发区主战场主

阵地主引擎作用，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

西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书记孙大军在

吕梁分会场参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勇主

持吕梁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省优化营商环境和

开发区重点工作督导三组副组长李保川等在吕

梁分会场参加活动。

受省委书记唐登杰委托，金湘军代表省委、

省政府向签约、开工、投产项目企业表示祝贺，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西发展的企业家和奋战

在项目一线的建设者表示感谢。他指出，全省

各级各部门各开发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树牢项目为王理

念，全生命周期推动开发区项目建设提速提质

提效，为进一步加快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一是狠抓项目策划。围绕高端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重点产业链和特色专

业镇延链补链强链，军民融合、通用航空等领域

抓好项目谋划，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高质量谋

划文旅、农业等项目。二是狠抓项目签约。密

切跟踪全年重大招商活动成果，抓紧对接签

约。开展冬季招商行动，提高招商引资成效。

把握投资规模、亩产效益、能效水平、排放标准，

提升签约项目质量。三是狠抓项目开工。紧盯

签约未开工项目、明年计划新开工项目，用好专

班工作机制，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推

动项目应开尽开。四是狠抓项目进度。在保证

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安排序时进度，主动

入企帮扶，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确保项目如期

建成。五是狠抓项目投产。探索“预验即试产、

竣工即交证、竣工即投产”改革，强化建筑施工

验收全流程跟踪与事中事后监管，推动项目竣

工投产无缝衔接。六是狠抓项目达效。加强对

投产项目原料保供、用工对接、金融支持、产销

衔接等跟进服务，推动投产投运项目发挥更大

效益。他要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在要素保

障上再加力，在运行调度上再提效，在营商环境

上再优化，在责任落实上再强化，全力保障开发

区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

金湘军强调，太原中北高新区要依托省会

城市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创优政策环境，加强

“四链”融合，乘势而上、开拓进取、奋力争先，着

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科技创新发展示范

区、人才集聚新高地。

此次活动中，我市通过场内和场外同步签

约方式，共签订总投资 23.63亿元的 19个项目，

涵盖新能源、新装备、节能降碳、文化旅游等多

个行业领域。

在吕梁分会场参加活动的市领导还有刘晋

萍、田安平、刘世庆、乔云等。

全省开发区2023年第四次
“三个一批”活动吕梁同步举行

金湘军出席并讲话
孙大军张广勇李保川在吕梁分会场参加
我市签约项目19个 总投资23.63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李雅萍） 12月 1日，全省开发区

2023年第四次“三个一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后，吕

梁市开发区 2023年第四次“三个一批”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在吕梁经开区举行。市委书记孙大军出席仪

式并宣布项目集中开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勇，

省优化营商环境和开发区重点工作督导三组副组长

李保川，市领导刘晋萍、田安平、刘世庆、乔云出席。

本次“三个一批”活动中，我市各开发区“签约

一批”项目 19个，总投资 23.6亿元，预计年产值 22.6
亿元；“开工一批”项目 16 个，总投资 20.3 亿元，预

计年产值 13.3亿元；“投产一批”项目 19个，总投资

55.3亿元，预计年产值 53.3亿元。项目主要集中在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

孙大军宣布吕梁市开发区 2023 年第四次“开

工一批”项目集中开工，并和与会领导一同为吕梁

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三期）暨高精度滚珠丝杠智

能产业基地项目培土奠基。

随后，孙大军、张广勇、李保川一行深入山西迪

诺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动力电池综合利

用、安阳睿恒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2万平

方米金属表面、吕梁数字健康产业链等“开工一批”

项目车间进行观摩。

吕梁市开发区2023年第四次“三个一批”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吕梁经开区举行
孙大军宣布项目集中开工 张广勇李保川出席

图为吕梁市开发区 2023年第四次“三个一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现场。 记者 王益炜 侯利军 摄

初冬时节，夜渐深时，不少路段车辆行人渐

少。沿呈祥路南延（碧水路——交口商业街）路

段一路行至城南工业主题公园北门，一片干净、宽

阔的停车场上却有不少车辆有序停放，10栋红白

相间的海派民国风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近期全

新亮相的特色城市街区——“城南·记忆”。

街区拐角处的商家“楠火锅”店内灯火通

明，座无虚席，让城市“烟火气”愈发浓郁。临街

的“0358铜锅涮肉”“蕞牛杂”商铺里，商家们也

在加班加点地进行着最后的装修和装饰工作。

“这是目前‘城南·记忆’项目中具备试营业

资格的几家店铺。楠火锅已经试营业将近一个

月了，每天都是客流爆满，营业额也比较可观。”

项目负责人向记者说道。

“提升消费基础设施，改善消费条件，打造

一批特色商业街”“持续做优城市‘烟火气’集聚

区……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将特色街区打造

作为提升城市活力、便捷市民生活的重要举措，

铺开了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城南·记忆”项目

位于城南工业主题公园内，于 2023年 1月 29日

开工，7月 1日竣工，充分利用旧址原有工业生

产设备，投资 5000万元，建成了占地 20亩的特

色城市街区。外立面整洁有序，别具一格的空

间感营造出了引人入胜的全新格局，目前引进

的部分品牌餐饮企业已经开始试运营，吸引了

不少市民，变成了新的“网红打卡地”。

“目前已完成项目整体招商总量约 90%，剩

余商户将于 2024 年元旦开始试营业，届时‘城

南·记忆’特色城市街区也将正式投运。”据项目

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是周边片区唯一集餐饮、休

闲、健身为一体的集中区域，填补了城南地区无

大型餐饮综合体的空白。后续入驻商家也都像

“楠火锅”一样，投资轻量化、装修简约化、产品

特色化、营销网络化，力求“小而专”“小而特”

“小而美”。

说起这一片的变化，在附近居住多年的马

阿姨深有感触。“以前这一片是中铝焦煤厂储煤

区，废弃许久，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风格独特，我

和老伴来这儿拍拍照，回家就做成‘美篇’发到

网上。”正如她所说，烙着工业印记的吕梁中铝

厂曾见证过这座城市发展的高光时刻，但随着

历史变迁，它在发展的浪潮中沉寂，只留下了一

栋栋饱经风霜的厂房和锈迹斑斑的老旧工业设

施。2017年，市委市政府盘活中铝焦煤厂旧址

闲置资源，精心打造了一座传统工业主题公园，

使得旧厂址重获生机，工业文化得到了延续。

2023 年，市城市管理局有效利用原有工业建

筑，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网

红打卡街区，让这片废墟再一次焕发生机，以新

的风貌延续着城市记忆。

为提升“城南·记忆”项目知名度，相关部门

在 2023年国庆、中秋节期间相继举办了 Cosplay
电音秀、美食节等活动，邀请了省内外美食商户

40余家，儿童游乐商户 20余家，短短 9天时间，

接待游客约 12万人次，首次亮相就给广大市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街区的活力带走了旧址的落寞，群众“愿消

费、能消费、敢消费”的美好图景在这里成为现实，

城市的“烟火气”也更加浓郁。“下一步，我们将持

续做好项目完善，增设儿童户外游玩设备，安装

200平方米的户外裸眼 3D巨幕，进一步打造全天

候开放式、步行式的街区空间，为市民提供更多休

闲、体验、消费的场景。”项目负责人说道。

在“烟火气”中延续城市记忆
——“城南·记忆”特色城市街区全新亮相

图为图为““城南城南··记忆记忆””特色城市街区一角特色城市街区一角。。 高茜高茜 摄摄

11月15日的石楼县城，一场小雪伴随着立冬节气

而来，万里雪色，四下寂静。在石楼县政府党政会议室

里，以“科创赋能 智汇石楼”为主题的“县会合作”工作

座谈会正在举行。来自省医学会的十余名专家和省、市

科协负责人，石楼县委、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石楼县医

疗集团代表围坐一起，对“县会合作”过去一年的工作

进行回顾总结，并围绕新一轮的合作发展共商良策。

2022年 5月，由山西省科协牵头，石楼县委、县

政府主导，吕梁市、县两级科协承办，依托山西省医

学会在石楼县人民医院挂牌成立的“山西省医学会

石楼县专家工作站”正式运行。工作站以“整合省

级优质资源 下沉服务县域发展”为宗旨，在满足全

县患者诊疗服务需求的同时，也在促进医院学科建

设和专科发展方面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也为石楼

开创了人才工作新格局。

县会合作 引进优质医疗资源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每个老百姓共同的追

求。在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当下，

如何让群众以最小的代价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

成为石楼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重点。

去年 2月，山西省医学会石楼专家工作站建设

工作座谈会在太原召开。会上，以党组织共建为基

础，整合省级优质医疗资源组团有效下沉，服务县

域发展，开展以“省专家赴县坐诊看病、手术诊疗；

县从业人员赴省跟班学习、提高技能；结对援建特

色科室、打造区域品牌；联合打通生命通道、救助危

急病人”四项内容为主的“支部共建+业务提升”下

的“县会合作”模式正式确立。自此，一个全新的人

才工作法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拉开探索帷幕。

“每周不低于两人，每次不少于两天。每周四发

布赴县服务专家名单，病人提前做好相关准备。遇

到特殊情况，专家还会应需而来……”作为“县会合

作”雏形设计者，原石楼县科协主席康海鹏对这项工

作了如指掌。

“以前想让省里的专家看病，能不能顺利挂上

号就是个问题。现在是省里的专家上门服务、直接

坐诊，就连来回的路费、食宿费用都省下了，这件事

真是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提到专家工作站，石楼

县群众交口称赞。

专家工作站挂牌以来，石楼县每周都会菜单式

指定两名省级专家到县坐诊。一年多来，省人民医

院、省儿童医院、省肿瘤医院、省白求恩医院等全省

三甲医院共派出主委级别专家 160余名，在石楼县人

民医院开展坐诊、手术、查房等工作，真正打通了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后一公里”通道。（下转4版）

同心携手保健康
——石楼县以“县会合作”模式赋能医疗工作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