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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沙果“72变”拓宽乡亲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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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为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蹚新路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盛夏七月，大兴安岭南麓碧绿如
染。在科尔沁右翼前旗，10万多亩沙果
树迎着阳光雨露，结出拇指大小的青
果。虽没到果子成熟季，却早有客商盯
上了它们。

果汁、果干、果脯、果酱、果馅月饼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
沁右翼前旗想方设法摆脱产业基础薄弱
的困境，一心一意从绿色发展中探路掘
金，打造出多品类、全链条的林果产业，
让小小沙果通过“72变”，“变”出绿富同
兴的新路径和乡村振兴的新景象。

科右前旗山高沟深，立地条件差，资
源禀赋不足，这里的老百姓多年来只能
依靠种苞米为生，收入不高。近些年当
地旗委、政府困中求变、难中寻机，结合
生态建设打造出林果产业，破题乡村产
业振兴。

在位于俄体镇的恒佳果业有限公
司，5台沙果去核切分机轰隆作响。在
这里，每年有2100吨的沙果，经过分拣、
清洗、切片、蒸煮、烘干等9道流程，变成
700吨色泽金黄、口味酸甜的果干和果
脯。公司生产厂厂长李林介绍，通过供

果、摘果、生产务工等方式，公司带动周
边超过900户农户增收。

说起旗里打造的林果产业，俄体镇白
音村村民白振福心里热乎乎的。“我栽了
60多亩沙果树，每年收入能达到15万元。”
他满意地说，这要归功于家门口的恒佳果
业有限公司，按照他和公司的约定，公司
收购沙果每斤价格比市场高出0.1元。

科右前旗旗长王立东介绍，像白音
村一样，科右前旗目前有156个村栽植
果树，占到全旗村总数的68%，果树经济
林栽植面积达23万亩，其中最主要的品
种就是沙果树，年产水果6.25万吨。“这

些年，旗里努力做大做强林果产业，通过
引入龙头企业，不断丰富林果产品加
工。目前旗里大规模生产果干、果脯、果
酱等产品，中秋节期间还生产沙果月饼，
春节期间生产沙果饮料，不断拓宽市
场。”他说，“小沙果‘72变’每年给果农
带来1.1亿元以上的收入，全旗有5000多
户农户借此增收。”

“以前家门口的大山光秃秃的，大风
一来吹一脸沙土，可埋汰了；现在漫山遍
野的沙果树绿油油的，不仅沙尘不见了
踪影，而且小沙果成了乡亲们增收的‘金
蛋蛋’。”大石寨镇三星村村民孙显富说。

为壮大林果产业，让更多农户受益，
旗委、政府围绕延链、补链、强链做文
章。王立东举例，科右前旗建有24个保
鲜库，共计9818平方米，聚焦林果品质
价值提升，可存储7500吨果品。谈起保
鲜库，俄体镇齐心村村民李桂良说：“保
鲜库让我家的沙果实现了反季节销售，
小果子身价一下子涨了近3倍。”

产业链逐渐完善，业态也更加丰富，
让科右前旗广大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

“靠天吃饭”，而是走上了“农业+旅游”
增收致富的道路。王立东说，“赏花节”

“采摘节”贯穿沙果生长季，“全粉宴”“全
鱼宴”等美食又成游客们赏果、摘果时的

“旅游伴侣”。同时，直播带货也成了科
右前旗一些村民们的“必修课”，一机在
手就将山村农产品隔屏促销，每斤果子
收入提高30%左右。

科右前旗旗委书记孙书涛介绍，科
右前旗林果产业今年将有大动作，多条
新生产线即将启动。届时果丹皮、果醋、
果酒等产品将实现规模化生产，更多的
农户将通过栽种果树、务工等方式进一
步增收。

“我们有信心将‘小林果’进一步做
成‘大产业’，为山林荒坡增绿，为百姓致
富加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孙书
涛坚定地说。 据新华社

太行之西，黄河之东，表里山河，处
处充满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
次到山西考察调研，为山西发展指明前
进方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山西
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在
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殷殷嘱
托，山西锚定转型发展不松劲，在爬坡过
坎中奋力前行。

下气力加强民生建设

一场夏雨后，黄土地上弥漫着青草
的香味。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段村62
岁的村民蔡文明一早就赶着羊群上了
山。开春以来，蔡文明家的羊圈里不时
有新生命诞生，绒山羊从90只增加到
116只，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羊羔让人
看着就欣喜。

段村曾是深度贫困村，2007年前后
村民们陆续从坡下的旧村搬迁到了现在
的新村，但由于土地瘠薄、干旱缺水，
2014年全村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75户。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太原
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中研究破
解深度贫困之策。当年开始，山西聚焦深
度贫困地区精准施策，每年约30%的中央
和省财政扶贫资金投向深度贫困县。

短短两年多时间，段村通过发展种
植、养殖、林果、光伏产业，在2019年底
实现整村脱贫。修污水管网，建公共浴
室、日间照料中心，发展双孢菇种植、水
果花卉设施农业，村里的变化让蔡文明
感觉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常年在外打工
的儿子蔡金今年也返乡创业，在县城开
了一家推拿店。

如今，山西329万名贫困群众摘掉
了穷帽子，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327
元增长到2021年的10776元；3365个深

度贫困自然村整村搬迁，帮助47.2万人
彻底改变了生存环境；云州黄花菜、隰县
玉露香梨、临县红枣、左权核桃……太
行、吕梁山上开出朵朵“致富花”。

针对返贫风险，为了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山西通过医疗救助、产业带
动、务工就业等针对性帮扶措施，对可能
出现的风险点持续跟踪监测，确保不让
一户返贫致贫。

大同市云州区兴胜村村民李文治因
意外事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还没出
院，预警系统就监测到他的医疗保险和
支出异常，并发出预警，乡、村两级干部
立即展开帮扶，“政府对我家孩子发放了
教育补助，提醒我申请大病救助，养伤期
间还通过‘云州防贫宝’帮我办理保险理
赔救助，最大限度减轻了我的家庭负
担。”李文治说。

山西坚持将八成以上财政支出用于
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2021年起，山西实施城乡居民补
充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约有300万名65
岁以上居民可直接享受政策红利，提高
了低收入老年人的保障水平。

以改革创新推进转型

山西兴于煤，也困于煤。由于长期
产业单一，一度遭遇产业结构失衡、生态
破坏严重、经济断崖式下滑的切肤之痛。

新时代，党中央赋予山西建设国家
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
重大任务。山西成为全国第一个全省
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
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2年起，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建
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传统产业率先转
型。2014年山西启动低碳创新行动，推
动黑色煤炭绿色发展。“十三五”期间，山
西累计化解煤炭过剩产能15685万吨，
一大批资源枯竭、扭亏无望、产能落后的
矿井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山西争
当煤矿智能、绿色、安全开采的“排头

兵”，煤炭先进产能占比由2016年不足
30%提高到如今的75%以上。

在潞安化工集团新元煤矿调度指挥
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井下采煤机、
运输机等综采设备相继运转，随着各类
数据的变化跳动，滚滚“乌金”奔向地
面。“过去井下一出问题就可能停工数
日，现在井下设备出现故障，视频电话可
以直通设备商进行远程诊断。”新元煤矿
5G+智能化矿井建设办公室主任冀杰
说，从2020年建成全国首座5G煤矿至
今，煤矿5G应用场景已拓展至31个，煤
炭开采更加安全高效。

类似新元煤矿的智能化采掘工作
面，山西已建成548处，23座煤矿实现5G
入井。2019年5G商用以来，山西加快智
能煤矿建设，与华为公司共建“智能矿山
创新实验室”，成立全国煤炭行业首个科
研创新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用每秒2亿
亿次的强大算力为煤矿赋能。

去年以来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山西
煤炭保供能力在这场高强度的“压力测
试”中经受住了考验：去年增产1.13亿
吨，贡献了全国煤炭增量的六成以上；今
年计划再增产1亿余吨，发挥好煤炭“压
舱石”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坚持以改革
创新促转型发展，非煤工业增加值增速
持续快于煤炭工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由2012年的290家增加到2021年的
3553家，大数据、半导体、碳基新材料等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没想到园区能为我们提供10万级的
无尘车间，从开工建设到试运行，只用了
两个月，当地还为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0.3
元/千瓦时的优惠电价。”碳方程新材料
（山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鑫说，公司研发
团队在深圳，却把产业基地落户山西。

今年以来，山西选取特钢材料、新能
源汽车、氢能等10条重点产业链，实施
全产业链培育工程，进一步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抢抓机遇促开放

位于五台山脚下的忻州市定襄县，
被称为“中国锻造之乡”。2017年前，尽
管拥有自主出口权的法兰制造企业过百
家，产品也被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
区，但缺少外贸服务平台，只能先运到天
津港再办出口手续。

不沿边、不沿江、不靠海，开放不足，
是制约山西发展的原因之一。抢抓新发
展格局带来的全新机遇，2017年起山西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提出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
高地的目标定位，并于当年开行了首趟
中欧班列。

2018年1月，在位于定襄县的山西
永旺国际物流园区，保税仓库和出口监
管仓库建成投运，定襄法兰出口业务就地
办理，企业不仅减少了物流成本，还可以
先入库缓缴税。近年来，定襄县建成国家
法兰锻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成立院
士专家工作站，主动拓展国际合作。

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1年，山
西经济体量翻了约一番，进出口总额增
长超10倍。目前，山西常态化开行9条
中欧中亚国际物流线路，通达12个国家
27个城市。世界500强企业有137家在
晋投资兴业，经济外向度明显提升。

去年以来，山西抓住国家新型城镇
化战略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
打造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太忻经济区

“双引擎”，推动晋北、晋南、晋东南建设
高质量城镇圈，加快创新要素聚集，提升
区域竞争力。同时主动向外生长，深度
融入京津冀，主动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拓展晋陕豫、蒙晋冀等省际交界地
区合作，成为区域协作中的活跃力量。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
西坚持长远战略谋划，聚焦高质量转型
发展，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以
新的奋进姿态，谱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据新华社

这是2021年秋季果农的摘果场景。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