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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切花成就大产业鲜切花成就大产业
日前，晋源区鲜切花玫瑰种植基地内18个品种、10万株玫瑰含

苞待放，正分批投向市场，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支柱。近年
来，该区将特色花卉产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鲜花销售
年产值超5亿元。 本报记者 姚凡 摄

本报太原 9月 28日讯（记
者 王雁）金秋九月，丹桂飘香。
在小店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安排
下，日前，“小店科创集市”在该区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正式开张。

据了解，该集市共展示了
来自中国辐射防护院、中电三
十三所、南京航科高新材料研
究院，以及太原理工大学、山

西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等科研
机 构 和 高 校 的 100 余 项 科 技
成果。

此次活动邀请了省内科技
创新领域30余名知名专家到场，
分享了国际、国内前沿学术动
态。活动中，多支优秀科研团队
展示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共有11
家企业现场签约。

汇聚科技创新力量

“小店科创集市”正式开张

本 报 太 原 9 月 28 日 讯
（记者 王雁）为解决流动摊
贩 带 来 的 城 市 管 理 问 题 ，日
前，尖草坪区城管局创新工作
方法，本着“疏堵结合、合理布
局、有序经营”的原则，设置多
个 便 民 经 营 点 ，为 流 动 摊 贩

“安家”。
据了解，该局为流动摊档划

出经营位置，按照“定时定点、规

范经营”的办法，使城市治理“难
点变亮点”，实现了“民生”与“善
治”双赢。

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实施
和完善摊点摊区设置引导、摊主
清洁卫生责任、群众投诉现场快
速处置等管理机制，使城市管理
工作真正做到放而不乱、管而不
死、治而有序，为城市带来更多

“烟火气”。

为城市带来更多“烟火气”

尖草坪区为流动摊贩“安家”

本版策划：王 雁 责编：姚 凡 组版：王 勇 版式：侯海宏

（系列报道之四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

近年来，太原市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一体推进治山、治
水、治气、治城，以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为抓手，持续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形成了百万
亩 森 林 围 城 的 绿 色 生 态 系
统。图为由天龙山、龙山、太
山构成的西山绿色屏障。

本报记者 王雁
通讯员 陈雅彬 摄

太原生态美如画

图片新闻

本报太原 9 月 28 日讯（记者
王雁）日前，记者从太原市科技局获
悉，为了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
展，该市出台了《关于落实鼓励企业研
制填补国内空白重大新产品相关补助
政策的通知》《关于落实2021年度支持
企业建设技术创新平台相关补助政策
的通知》和《关于落实高新技术企业
2020年度有关奖补政策的补充通知》。

《关于落实鼓励企业研制填补国
内空白重大新产品相关补助政策的
通知》提出，按照《太原市创新提升营
商环境加快推进市场主体倍增工程
行动方案》中“研发试制填补国内空
白重大新产品”政策的相关内容，根
据市科技创新项目和经费管理的有

关规定，太原市制定出台了此次发放
补助的申报具体要求。申报主体为
在太原市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重大新产品是指通过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或引进技术消化
吸收再创新，在原理、结构、性能等方
面取得重大创新突破，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核心技术，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经用户首次使用的成套技术装备、单
台设备以及新材料、新品种。对研发
试制填补国内空白重大新产品的企
业，按该产品近3年研究开发费用的
10%给予补助，最高300万元。

《关于落实2021年度支持企业建
设技术创新平台相关补助政策的通
知》提出，申报主体为在太原市区域内

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支
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牵头建设并
新认定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
新中心）、山西省实验室、省级重点实
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在省级财政奖
励的基础上，市级财政再分别一次性
给予 500 万元、400 万元、300 万元奖
励；鼓励由企业牵头，在高端装备制
造、大数据、新材料、不锈钢深加工、新
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领域建设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试点），分别给予100万
元、20万元补助；对新认定的国家级、
省级重点实验室及技术创新中心（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分别给予 500 万
元、300万元补助；对军民融合新建的
上述创新平台，补助上浮20%；对民营
企业牵头建设并被认定的国家级、省
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分别给予
200万元、30万元补助。

《关于落实高新技术企业 2020
年度有关奖补政策的补充通知》提
出，按照《太原市推进高新技术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支持高
新技术企业营收增长”有关政策要
求，并根据《太原市推进高新技术企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的
相关内容，在太原市区域内注册、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新技术企业，都
可以根据各自达到的营业收入规模
来进行申请。申报内容的要求是对
营业收入连续保持正增长，且上年度
为近 3 个年度首次达到 1000 万元、
20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元的高新
技术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30 万
元、50万元和100万元奖励。

太原市重金支持高新企业发展壮大
对于研制新产品填补国内空白的企业最高可获补助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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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记者跟随太原市委
宣传部组织的媒体采访团赴古交
市，开展“走进基层看发展”主题采
访活动。

采访团首站来到古交市汾河公
园。在这里记者看到，汾河水碧波
荡漾，河岸边绿树成行，漫步汾河岸
边，仿佛置身于如画的江南水乡。

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近年来，
古交市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全力做
好生态循环利用，积极拓展生态农
业发展空间，走出了绿色发展、释放
生态红利的典型之路。

生态修复，提升汾河水质

古交市地处太原以西 30 公里
处，位于汾河水库和汾河二库之
间，汾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其境内
较大的河流有汾河、狮子河、屯兰
河、原平河等 72 条，河流总长 514.5
公里。

古交市是全省“治汾一盘棋”
中的一份子，也是太原市重要的水
源涵养区和生态补水区。为了做
好水文章，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目标，近年来，该市制定
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目标，
在全市域内开展了以截污整治、河
道治理、景观美化、生态修复等为
主要建设内容的综合治理，共治理
汾河古交市区段河道 6.3 公里，为
促进晋泉复流和汾河干流提升水
质、补给水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古交市水务局局长弓文忠介
绍，该市紧抓全省推进汾河流域
生态修复的历史时机，坚决扛起
生态修复与保护的政治责任，立
足省城水源涵养区和生态补水区
定位，坚持系统治水。经过顶层
设计，提出“五水同治”的思路：通
过新建水源和管网改造“提标饮
用水”，通过汾河及主要支流河道
综合治理“改善地表水”，通过小
流域整治和强渗漏带蓄水“涵养
地下水”，通过污水处理厂提质增
效“提质污废水”，通过中水回用

水资源配置“用好再生水”。
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目

前，古交市正在加快汾河下游三期
河道治理工程续建进度，对汾河流
域古交段和屯兰河生态综合治理
工程、中水回用工程等 9 个项目有
序推进，以实现汾河水质好起来，
风光美起来。

生态循环，做好固废利用

减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是我
省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之一。古
交市兴能电厂变废为宝，使煤矿固
废得以循环利用。

在该电厂车间里，公司副总经
理孙建龙介绍，古交兴能电厂是典
型的燃用洗中煤坑口电厂，是全国
规模最大的热电联产企业，也是全
国首批“循环经济”示范单位。电厂
所用燃料为周边5个选煤厂的洗中
煤、煤矸石和煤泥，利用这些固废循
环使用，实现供热供电，并改善空气
质量。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该电厂不
断提升煤电机组运行水平和调峰能
力，目前总装机容量达到3120MW，
一期工程2×300MW亚临界空冷发
电机组，于2005年9月投产；二期工
程 2×600MW 超临界空冷发电机
组，于 2011 年 6 月投产；三期工程
2×660MW 超超临界空冷发电机
组，于2018年9月投产。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改善
省城环境质量的总体安排和太原
市整体供热规划要求，电厂承担
向太原市、古交市和西山煤电古
交矿区的集中供热任务，供热工

程通过采用多热网多级串联高背
压的供热方案，实现热量的梯级
和最大化利用。去年 11 月至今年
3 月底，电厂承担供热面积达到
8300 万平方米，占太原市集中供
热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孙建龙
自豪地说。

孙建龙介绍，通过固废循环再利
用，电厂每年节约标煤100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18万吨、二氧化
硫排放量6.8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
3.3万吨、粉尘排放量2.9万吨……

生态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麝香，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致
富“软黄金”，正在带着该市镇城底
镇台盘村人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致
富“黄金路”。

位于台盘村的古交市禾谐源农
林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响应省、市推
进乡村产业振兴、加快实施农业

“特”“优”战略，开展国家一级野生
保护动物林麝养殖，并致力于“产、
学、研、养、游”为一体的综合开发，
推动区域传统农业转型，积极助力
乡村振兴。

该公司副总经理傅艳荣告诉
记者，林麝的养殖从最初的 100 只
发展到目前的近 400 只，连续两年
生产麝香 3 公斤。为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该公司构建了“公司+农
户”合作共养机制，带动 120 余户
村民参与养殖，平均每年每户增
收 6800 元，带动周边农户走上致
富路。

秋日的邢家社乡宋家庄村，
榛林葱翠，泉水潺潺。依托独特

的资源禀赋，该村发展榛子采摘、
田园观光、冷水鱼养殖、农产品初
加工等项目，走出了一条“生态
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路。

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二小介绍，目
前，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村集体和农
民以6:4比例入股，种植榛 子面积
1200余亩，榛子树苗5.5万余棵，实现
了大果榛子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

种植。榛子盛果期亩均效益超万元，
成为村内稳定的经济收入之一。

张二小说：“依托丰富的山泉水
资源，村里开展虹鳟鱼养殖。目前
养殖规模 5 万公斤，按照市场价每
公斤40元，虹鳟鱼养殖产业将为村
集体经济带来不菲的收入。”

虽已是暮秋，但邢家社乡龙子
村的蔬菜大棚内依然生机勃勃。该

村水源丰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
是古交市远近闻名的蔬菜村。

在大棚里，红彤彤的西红柿
挂 满 枝 头 ，映 衬 出 丰 收 的 好 年
景。村党支部书记成拉旺介绍，
2019 年，该村完成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全村入股股民 723 人，村集
体经营性资产达到 68.5 万元。目
前 ，该 村 发 展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480
亩，年产值达 510 万元。

如今，龙子村种植的西红柿、胡
萝卜、洋葱 3 个蔬菜品种获得绿色
食品标志使用认证，在市场上供不
应求，村民收入不断提升。该村在
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让村民实
现在家门口就业，越来越多的村民
返乡创业，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重
要力量。

古交古交：：绿色发展释放生态红利绿色发展释放生态红利
——随随““走基层看发展走基层看发展””主题采访团赴古交市采访记主题采访团赴古交市采访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凡姚凡

本报太原 9 月 28 日讯（记
者 姚凡）今天，记者从太原市
园林局获悉，为营造喜庆祥和的
节庆氛围，该市采取点线面相结
合的形式，摆放多组立体景观花
坛，360 余万盆(株）鲜花映红“锦
绣龙城”。

据了解，该市将在道路重要节
点设置多组立体景观花坛。

在迎泽大街五一广场南广场
设置“标语花坛”；迎泽大街五一
广场北广场设置“祝福祖国”花
坛；迎泽桥东墨艺苑门口设置“建
功新时代”花坛。

太原国庆期间多组立体景观花坛亮相

本报太原 9 月 28 日讯（记者
王雁）9 月 27 日，太原市政府与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暨山西讯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揭牌仪式在万柏林区中海国际中
心广场举行。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
记韦韬出席签约和揭牌活动，科大讯
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介绍
有关情况并共同揭牌。

今年以来，太原市委、市政府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同步推
进“两个转型”战略部署，强力推进太
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大力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着力引进落地一批科技
含量高、引领带动性强的企业项目，
加快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努力打造“四个高地”，不断开创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科大讯飞山西区域总部的设立，

是太原市延伸人工智能产业链条、加
快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太原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韦韬多次研
究并作出指示，明确市企合作方向，
全力推动项目落地。

科大讯飞是我国智能语音和人
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也是亚太地

区知名的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上市
企业，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机器翻
译、图文识别、图像理解等方面拥有
全球领先的核心技术。根据合作协
议，山西讯飞将发挥技术和产业优
势，强化山西区域人才团队及产业生
态建设，重点开展“人工智能+行业”
应用示范区建设，支持太原市在人工
智能产业与应用领域实现融合发展。

延伸人工智能产业链条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进程

科大讯飞山西区域总部正式落户太原

古交市兴能电厂全貌古交市兴能电厂全貌。。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凡姚凡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