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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文水县融媒体中心

12 月 2 日，2024 企业家博鳌论坛系

列活动之一的“新华指数赋能高质量发

展 2024主题年会”成功举办。文水县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石新杰以“文旅融情”

为主题，通过一场精彩推介展现了文水

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产业优势，为县域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文化积淀文化积淀：：
英雄与女皇的故乡

文水，山西中部的一颗文化明珠，以

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璀璨的文化名人享

誉全国。石新杰在致辞中骄傲地提到，这

片土地孕育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

则天，以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英

雄刘胡兰。此外，汉代丞相卫绾、净土宗

道绰大师、宋代名将狄青、明代理学大师

孔天胤等历史人物也为文水的文化底蕴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片英雄辈出

的土地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

传承者。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

铁艺技术的发扬，文水始终以其独特的方

式将历史的光辉融入现代发展之中。

区位与资源区位与资源：：
自然与人文的交融

除了文化魅力，文水的地理优势和

自然资源也令其发展潜力无限。文水距

山西省会太原仅一小时车程，铁路和高

速公路贯穿全境，交通便利。汾河流经

全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天然优势，使文

水成为国家级商品粮基地之一。文水不

仅是粮食大县，也是生态胜地。东部平

原广袤，西部山脉巍峨，境内有华北地区

面积最大的原始次森林，被誉为“北方九

寨沟”。独特的自然景观为文旅融合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禀赋。

产业崛起产业崛起：：
钢模与农业的双轮驱动

近年来，文水依托其传统优势产业，不

断开拓创新，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石新杰部长在推介辞中特别提到文水的钢

模产业，从北宋时期铸造“铁人”“铁狮”到

如今成为全国钢模产业的重要集聚地，这

一产业不仅延续了文水的历史技艺，也成

为其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目前，文

水县拥有 100多家钢模企业，年产能 45万

吨，年产值约 28亿元，占据国内市场份额

的 30%—40%。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乃至

海外，广泛应用于中铁、中建等央企项目，

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了“文水力量”。

此外，农业产业也在数字经济的推

动下焕发新机。文水拥有 4家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锦绣大象农牧

跻身“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这一成就

不仅展现了文水农牧业的竞争力，也为

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文旅融合文旅融合：：
开放与合作的新路径

“回顾历史，文水风光无限；注目当前，

文水生机勃勃；展望未来，文水前景广阔。”

石新杰部长以这样的总结为文水的未来发

展描绘了蓝图。他表示，文水将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迎接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与游客，

共同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文旅融

合不仅是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更是情感与

体验的深度互动。未来，文水计划通过整

合文化资源、拓展旅游业态、提升服务水

平，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文旅品牌。

小县大情怀小县大情怀：：
文水的全球视野

此次 2024企业家博鳌论坛的亮相，

文水以“小县大情怀”吸引了参会者的广

泛关注。从历史文化到自然资源，从传

统产业到现代经济，文水用实践诠释了

“文至善，水至美”的独特魅力。以文旅

为媒，融情于心，文水正走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发展之路。未来，在推动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文水将以更加开放

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为“中国故事”的

讲述增添一抹亮色。

“2024 企业家博鳌论坛”于 12 月 2
日至 4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文水县钢模

产业作为新华指数山西矩阵中的新成

员，首次参加论坛。文水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石新杰在平行分论坛“‘江山多娇

秀我中国’——新华指数赋能高质量发

展 2024 主题年会”上向国内外专家学

者、政府部门、企业家代表讲述古老造铁

业 900年前的荣耀传奇和现代 40多年来

产业更新迭代的品牌故事。

文水县的冶铁历史可追溯到西汉

时期，其中最为著名的铸造代表就是

“晋祠铁人”。晋祠位于山西太原，是祭

祀晋国首任诸侯唐叔虞的祠堂，晋祠

“金人台”景点，台上有四尊铁人造像，

西南角的一尊铸于北宋绍圣四年，历经

900余年风霜雪雨，仍然晶莹透亮；在晋

祠圣母殿前有一对铁狮，造于北宋政和

八年，同样在 900年后的今天依旧栩栩

如生；山西大同善化寺院内有一尊镇河

铁牛，明代铸造，至今也是锃光瓦亮。

“铁人、铁狮和铁牛上都铸有清晰铭

文，包括‘太原府文水县’‘文水县金火匠

人铸造’等字样”石新杰在台上自豪地演

讲，文水县的铁艺加工历史悠久，工艺精

湛，文水县能成为全国主要的钢模产业

集聚地和山西最大的钢箱梁生产基地，

具有历史传承和技术基础。

依托冶铁产业延伸而来的钢结构、

钢模板产业既是文水县的传统产业又

是文水的优势产业，钢模板产量占到国

内市场份额的 30%—40%，具有良好的

市场口碑。纵观文水县 40年钢模板产

业发展历程，其产品实现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标模”加工，提升为现在的异型

结构、钢桥、钢梁、钢箱制造为主要发展

方向的迭代更新，钢结构、钢模板制造

企业在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

高达 35.9%，是县域经济成分中保持经

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 3月，文水县钢模板产业凭

借自身独有的产业规模和产业集群优

势，获得吕梁市“市级钢结构钢模板特

色专业镇”授牌。目前，文水县钢结构

钢模板企业超过 100户，产品涵盖了从

基础建筑模板到高端定制模板的多个

领域，其中主要包括异型钢模板、组合

钢 模 板 、大 型 钢 桥 的 制 作 与 安 装 等 。

2023年，文水县钢结构钢模板企业的总

产量达到 45万吨，产值达到 28.4亿元。

得 益 于 文 水 县 优 越 的 地 理 位 置

——太原、晋中、吕梁三市“黄金交汇

点”，连接华北、西北和中原地区的重要

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为钢结构钢模板

产品的快速运输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文水县钢结构钢模板的产品

除在山西本地销售外，销售网络还覆盖

到北京、四川、广东、新疆、上海等地，产

品大量供应中铁、中交、中建等央企国

企，参与了国家雄安新区、“一带一路”

等重大建设项目，还出口东南亚国家，

整体市场辐射全球。

未来，文水县将聚力推进产业“补链、

强链、延链”，加快推进钢模板产业智能

化、自动化转型升级，全面建设产业集聚

度高、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高、产业辐射

带动能力强、品牌优势突出、就业富民拉

动效应明显的钢模板钢结构高级专业镇。

“回顾历史，文水风光无限；注目当

前，文水生机勃勃；展望未来，文水前景

广阔”，石新杰的演讲赢得现场阵阵掌

声，“新华·文水钢模高质量发展指数”

将紧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精心构建

“指数+传播+智库+运营”的运维体系，

有力牵引钢模产业集群发展和专业镇

建设，以指数独有的数字化笔触，“绘”

就绚丽多姿的山西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文水县钢模产业作为“新华指数山西

矩阵”中的新成员于 12月 2日至 4日参加

“2024企业家博鳌论坛”。文水县工信和

科技局局长梁志峰走进论坛演播间接受

访谈时说，当地充分发挥文水钢模产业集

群优势，走好走稳专业镇发展道路，一定

把文水钢模这份厚实家当做优做强。

梁志峰介绍说，钢结构、钢模板制

造业是当地具有传统特色的制造产业，

已有 40余年发展历史。目前，凭借异型

结构、钢桥、钢梁、钢箱制造为主要发展

方向的特色重资产制造集群优势，于

2024年 3月成为吕梁市“市级钢结构钢

模板特色专业镇”。产品用于国家公

路、铁路、电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及城市现代化改造项目。

县域内各企业长期与中铁、中建及

各省路桥公司合作，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30%—40%，参与了雄安新区、“一带一

路”等重大建设项目，产品销售海内外，

为中国制造贡献了文水力量。

未来，当地将依托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和历史优势，加快推进钢模板产业

智能化、自动化转型升级，积极开拓海

外市场，全面建设产业集聚度高、专业

化分工协作程度高、产业辐射带动能力

强、品牌优势突出、就业富民拉动效应

明显的钢模板钢结构省级专业镇。

大雪节气刚过，在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磴口县总长 3098 米的黄河大桥建设

工地，文水县鑫源昌钢结构公司参与建

设的智慧梁场正在加紧运转，桥梁所需

的预制 T梁全部在这里加工成型。

近年来，文水县钢结构、钢模板生

产企业势头发展迅猛，100 余家钢模板

企业市场覆盖全国各地。

钢结构、钢模板制造业是文水县具

有传统产业特色的工业产业，是发展县

域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已有 40 多年

发展历史。上世纪 80 年代文水工程机

械厂“双峰”钢模板获省优部优产品，

“双峰”钢模板产销两旺，风靡一时。进

入本世纪，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文水县

钢结构、钢模板行业迅速发展。

目前，文水县钢结构钢模板企业有

100 余户，总产能约 45.6 万吨。2023 年

文水县钢结构钢模板企业的总产量达

到 32.5 万吨，产值达到 28.4 亿元，上缴

税金 8624万元。2024年 3月，在吕梁市

新型工业化推进暨制造业振兴升级大

会上，文水县凭借自身独有的产业规模

和产业集群优势，获得市级钢结构钢模

板特色专业镇授牌。

文水县钢结构、钢模板企业主要集

聚在凤城镇和南武乡，已具备产业行业

集群发展的特征。该行业产品不断优化

升级，已从上世纪 80年代的“标模”加工

提升为现在的异型结构、钢桥、钢梁、钢

箱制造为主要发展方向的特色重资产制

造群体。钢结构、钢模板制造企业在文

水 县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中 占 比 高 达

35.9%，是县域经济成分中保持经济增长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能耗低、税赋贡献

和劳动力报酬较高的行业特点，年生产

用于国家投资的公路、铁路、电建、水利

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异性模板模具约

30.5万吨，用于城市现代化改造项目的

装配式大型钢桥、钢箱梁制造约 5万余

吨。多年来与中铁、中建及各省路桥公

司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部分企业还参与

了雄安新区、“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总

量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30%—40%，具有

较好的市场口碑，跻身国内同行业的佼

佼者，受到各级合作单位的高度评价，成

为了文水工业制造业的一张靓丽名片。

12月 2日，新华指数研究院与文水

县人民政府共同推出的“新华·文水钢

模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正式发布。指

数显示，文水钢模产业 2019—2023 年

乘风而上，发展势头锐不可当，指数在

2023 年达到最高点 221.21 点，较 2019
年提升 110.26%。细分领域方面，子指

数“创新发展”方面动力十足，在 2024
年建筑业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创新

发展指数达到最高点 131.43点，行业科

技含量显著提升。

这是记者在 12 月 2 日举行的 2024
企业家博鳌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的新华

指数赋能高质量发展 2024 主题年会中

获取的信息。

据介绍，该指数以打造文水样本的钢

模板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工具为设计理

念，用量化的形式，全面监测文水钢模市

场动态和产业发展。并根据产业发展定

位，围绕文水钢模板产业发展特点，从产

业实力、发展质量、发展环境及资源凝聚

力等维度构建指标评价体系，为钢模产业

建设打造“文水方案”提供支持与服务。

据了解，目前文水钢模板产业中规

上企业 51 家，占全县规上企业的 40%，

产能 40—50万吨，产值约 30亿，占全国

20—30%。全县从业人员 1 万人，其中

技 术 工 人 3000 人 ，安 装 销 售 6000 多

人。该产业呈现出有产业基础、有一大

批成熟的产业工人和销售人员和网络、

与中字头建筑企业联络紧密等特点，是

产业振兴的重要保障。

文水钢模产业是大型工程建设单位

不可或缺的配套产业，在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和城市现代化改造项目中具有较大

竞争优势和地方品牌影响力，在国内外

众多高速公路、桥梁、墩柱、水利、体育场

等工程建设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为

中国工程贡献了“文水力量”。当前，文

水钢模产业在强化硬实力的同时，也在

加强产业软实力，朝高端化、绿色化、规

范化方向发展，企业迈向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创新型道路，通过全面的提

质升级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

探索专业镇发展路径把文水
钢模这份厚实家当做优做强

□ 新华指数 赵阳

支持与服务产业建设 新华·文水
钢模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发布

□ 新华指数 沈寅飞 丁雅雯

钢模板产业成为文水经济增长新引擎
□ 闫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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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指数新华指数 赵霓赵霓

文水钢模亮相2024企业家博鳌论坛
□ 新华指数 赵阳 董慧欣 杨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