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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2025年伊始，长治市潞城区牢牢
把握发展机遇，相继开工一系列重大
项目。凭借“飞地经济”这一硬核举
措，有效破解招商困局，勾勒出一幅春
日奋进的发展新图景。

今年年初，潞城数智互联产业园
喜迎一位新成员——来自浙江省金华
市东阳市的东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据悉，该企业专注于彩灯生产，企业负
责人是从潞城区翟店街道走出来的创
业者，自去年年末他便萌生回乡发展
的念头，在与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后，最
终通过“飞地经济”招引制度将厂房建
在了潞城数智互联产业园。当下，该
企业正处于设备进场和调试阶段。

“公司负责人一直想把企业迁回
家乡，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场地，在接
洽过程中了解到‘飞地经济’这个政
策，我们当即就决定把工厂建在产业
园，这里政策更好，服务更全，有利于
企业发展。”该公司生产负责人申燕燕
介绍道。

随着“飞地经济”招引制度的落
地，潞城区招商引资工作渐开新局，各
乡镇（街道）凝聚起“全员招商”的发展

力量，为全区乃至全市冲刺首季“开门
红”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飞地经济’招引制度在有效破
解各部门资源要素瓶颈的同时，充分
发挥潞城区各产业园区标准化厂房
和独栋办公楼招商引资引才作用，开
辟出城镇经济崛起的新空间、新阵
地，实现产业园区与乡镇（街道）的双
赢。”潞城区招商（商务）中心副主任
张基远说。

截至目前，潞城区共谋划“飞地经
济”招商项目12个，涉及总投资10亿
元，项目涵盖智能制造、食品精深加工、
新材料生产制造等多个领域，拥有占地
面积40多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和独栋
办公楼的潞城数智互联产业园与长治
食品科技园成为“飞地经济”这一制度

的主要承载地。潞城数智互联产业园
运营方长治·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更
是通过专业的平台服务为全区开展招
商引资工作插上腾飞的双翼。

“通过‘飞地经济’这一制度，我们
能够把京津冀地区的高校资源用‘飞
地’模式引入潞城区，通过成果转化促
进潞城区乃至整个长治市实现产业转
型。”长治·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驻
场负责人、潞城区招商中心副主任（挂
职）张凌云说道。

今年以来，该区围绕“碳基黑”“钙
基白”“智造蓝”三色经济和“煤炭洗储
配运销”“新能源+、绿电”两篇文章的
产业布局，组建专业团队，“走出去”招
商对接，“请进来”实地考察，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截

至目前，潞城区副处级以上领导第一季
度带队外出考察10余次。

此外，潞城区通过加强服务保障、
搭建专业平台、健全招商机制等硬核
措施发力，以高水平招商引资为实现
全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而
硬核举措的背后，则是该区举全区之
力、以奋进之姿在招大引强的赛道上
全速奔跑的身影。“下一步，我们将紧
扣全区‘三色经济’‘两篇文章’发展布
局，聚焦全年招商目标任务，进一步挖
掘潜在契合项目，充分释放招引潜力，
制定完善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锚定
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开展精准招商，同时加强对闲置资源
开发利用，全力推动全区招商引资工
作再上新台阶。”张基远说道。

打开城镇经济崛起新空间
——长治市潞城区发展“飞地经济”纪略

本报记者 冯毅松 通讯员 孙超

在华夏大地春潮涌动之际，曲沃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也焕发出勃勃生
机。农资店忙碌备货、农机具穿梭田
间、电灌站全力供水，处处呈现出一派
追赶春光、耕耘希望的景象。作为农
业大县，曲沃在兴农、强农、富农之路
上踏出坚实步伐。

筑牢根基：农田赋能展新貌
近年来，一场规模空前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热潮在曲沃掀起，改写农田的旧
模样，奏响现代化大农业的激昂序曲。
当地通过整合土地资源，让零散的地块
由小变大、贫瘠的土壤由瘦变肥、分散
的布局由散变聚。灌溉渠旧貌换新颜，
智能化控制系统植入田间，普通农田一
跃成为高产稳产的“希望田野”，为粮食
单产提升筑牢了坚实底座。

据统计，曲沃全县耕地面积36.51
万亩，基本农田面积 34.65 万亩，已建
成高标准农田 28.05 万亩，占比高达
83.1%。以乡镇为战区、行政村为据
点，“田、土、水、路、林、电、技、管、智”
九项建设协同发力，竣工、验收、审计

“三同步”，如同精密咬合的齿轮，推动
进度与质量双双腾飞。

依循一年布点示范、两年连点成
线、三年点线成面的战略蓝图，曲沃将
前沿信息技术融入农田血脉。在5个
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区，作物生长有
了智能“监护仪”、土壤质量有了精准

“体检单”、水肥灌溉实现一键操控、病
虫害预警抢在灾害前头，智慧农业在
曲沃大地全面开展。

与此同时，“一泓清水入黄河”工
程快马加鞭，汾河曲沃段综合治理等4
个项目圆满收官，汾河水质精细化管
控再加码，汾河北庄断面水质综合指
数5.83，雄踞沿汾县、市、区省考断面榜
首。赵庄灌区续建配套、村级管网升
级与智慧水务项目接力推进，农村规

模化集中供水工程竣工投用，全县供
水规模化率飙升至61.6%，远超全省均
值，为农田灌溉注入澎湃动力。

产业领航：粮果丰登实力显
粮食满仓、果蔬飘香，是曲沃农村

经济腾飞的坚实羽翼。以创建国家乡
村振兴示范县为契机，该县紧握“特”

“优”战略画笔，绘就粮、果、菜、畜、中
药材五大产业并驾齐驱的绚丽画卷。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上
的荣耀，为曲沃产业发展注入强心
剂。总投资20.4亿元的24个农业项目
扬帆起航，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老旧大棚改造、东湖羊养殖基地等重
点项目拔地而起，产业规模如滚雪球
般日益壮大。在基础设施与产业链锻
造上，曲沃牵手北供保障（北京）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农副产品深加工及
仓储冷链设施项目破土动工，一纸 15
年、每年10亿元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
大单，打通了外销“大动脉”，开启农业
提质增效的“超跑模式”。

2024 年，曲沃粮食播种面积稳中
有进，达到47.17万亩，其中小麦25.752
万亩，粮食总产量 1.63 亿公斤，单产
345.35公斤，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453 元，增长幅度 6.4%，总量领跑临
汾市。蔬菜产业更是一片葱茏，14.1万
亩播种面积、61.2万吨总产量、14亿元
总产值，温室黄瓜、西红柿等各类蔬菜
四季不断供。中药材产业不甘示弱，
3.88 万亩种植面积、1.6 万吨产量、1.1
亿元产值，远志、丹参等药材扎根乡
土，书写着产业发展的传奇篇章。

品牌赋能：创新驱动活力足
在竞争激烈的农业市场浪潮中，

曲沃紧握品牌利器，以创新为帆，驱动
农业航船破浪前行，激活乡村发展的

“一池春水”。
“晋之源”区域公用品牌宛如一颗

启明星，照亮曲沃农产品走向全国的
征途。聚焦辣椒、黄瓜、东湖羊等当家
产品，精心雕琢品牌打造计划，借北供
保障平台之力，叩响外部市场大门。

乡村e镇、电商直播等新兴平台成为农
产品展销舞台，线上线下双轨联动，构
建起全方位品牌营销矩阵，产业链、供
应链、价值链协同升级，奏响农业高质
量发展乐章。

功能性食品 5G 数字工厂项目建
设快马加鞭，预制菜产业崭露头角。2
家预制菜龙头企业应运而生，上下游
紧密衔接的产业体系已成雏形。特色
面和饼干生产线设备调试完毕，食品
生产许可证批号申请一路绿灯，SC认
证批号收入囊中。555 万元投资注入
预制菜生产线，线上线下营销火力全
开，为千家万户的餐桌送上曲沃味道。

科技之光点亮设施农业。全县
118栋蔬菜大棚开启智能化升级之旅，
15万余平方米覆盖面积变身智慧农业

“样板间”。北董露地蔬菜标准园 500
亩沃野铺展，杨谈乡 88.9 亩设施蔬菜
标准园探索东西垄向栽培新路径，蔬
菜产业机械化、数字化、绿色化、标准
化、集约化、产业化转型步履铿锵，曲
沃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节节攀升。

曲沃——

多维赋能 携农奔赴携农奔赴共富路共富路
本报记者 张文华文华 通讯员通讯员 王建先王建先

3月24日，左权至太原的“左权号”列车载着左权县南街爱乐希
望小学的研学团队，前往太原开启研学之旅。据了解，该趟列车列车
长李宏莲在出发前与带队老师详细沟通，了解学生人数、年龄分布及特殊
需求，提前制定周全服务方案，确保将此次研学的孩子们安全送达太原。
图为乘务人员和孩子们合影。 本报记者 吕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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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正驾驶农机在田间喷洒农药农民正驾驶农机在田间喷洒农药。。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文华张文华 摄摄

本报临汾 3月 25 日讯
（记者 张文华）3 月 23 日，
“短剧潮涌平阳、共创百部华
章”暨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
百部精品微短剧启动仪式在
临汾经济开发区王府井尚城
北广场举行，旨在借助当下
微短剧蓬勃发展的浪潮，树
立全国千亿级微短剧产业新
标杆，推动科技和文化双向
赋能，依托临汾的历史文化
资源优势，汇聚行业力量，为
全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活力。

启动仪式上，临汾广播
电视台分别与 17 个县（市、
区）及临汾经济开发区签订
微短剧拍摄协议；活动主办
方为天津美术学院影视与传
媒艺术学院临汾精品微短剧
共创中心揭牌，为“春秋晋国

影视城拍摄基地”“王府井拍
摄基地”“嗨嘟拍摄基地”“乾
镜拍摄基地”授牌。

据了解，临汾计划将“一
座都城”（陶寺）“三种文化”
（根祖文化、晋商文化、黄河
文化）“五大非遗”（晋剧、剪
纸、面塑、堆锦、琉璃）转化为
100个微短剧选题，让沉睡的
文物在数字叙事中焕发新
生，是微短剧赋能新时代文
化建设的大手笔，必将绽放
出耀眼夺目的时代光彩。临
汾精品微短剧基地入驻企业
四月联盟拍摄的《青梅悖论》
等10部微短剧、尚枢令影视
拍摄的《婚婚来迟》等5部微
短剧、唐煌文化拍摄的《机甲
逆袭路》微短剧、大用文化拍
摄的《临汾·时光之网》微短
剧同步举行开机仪式。

依托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临汾启动“百部微短剧计划”

（上接第1版）
据了解，太原武宿国际

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是我省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民
生工程。当前，机场三期改
扩建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进
度，T3 航站楼正开展屋面、
幕墙及机电安装施工；综合
交通中心正开展装饰装修深
化设计工作，机电安装施工
进入关键阶段；高架桥项目
混 凝 土 主 体 结 构 完 成
82.35% ，钢 结 构 主 体 完 成
78.26%；场道一标段道面工
程已完成第一阶段验收范围
的 90%；其他配套项目也在
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同时，太原机场西区滑
行道、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扩
容升级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零碳机场”项目经国家发展
改革委、民航局等 7 部委审
批，成为我省首批入围国家级
绿色低碳示范工程项目。

山西航产集团力促产业
发展，先后签订了直升机购
销协议和直升机维修制造项
目产业合作协议，完成直升
机机队组建、首架直升机交
付和维修机库改造等工作，
为填补我省产业空白、推动
航空产业延链补链强链迈出
实质性步伐。

科技创新深化
数智赋能加速

2025年3月4日，太原武
宿“零碳机场”项目科技创新
观摩交流座谈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江亿对
项目的科技创新成果给予高

度评价。他表示，“零碳机场”
项目在绿色低碳技术集成应
用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特别
是在能源系统优化和碳减排
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
内在动力。努力打造科技利
器，可以为企业开拓市场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024 年，山西航产集团
深化科技创新，实施“无人值
守全自动智慧巡检系统研
发”等 18 项科技创新项目，

“山西省低空经济综合立体
交通网络建设研究”获批国
家级科技创新项目，“无人机
森林火灾巡检及应急通信技
术”在森林火灾巡护任务中
实现成果转化。

同时，该集团加大资金
保障力度，投入 1.38 亿元用
于集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运行管理一体化平台，
保障能力效率持续提升，其
数字化能力指数DCI连续数
月在全行业位列第一。

与此同时，该集团还持
续深化科技创新，与中北大
学合作共建“智慧民航与低
空 智 联 技 术 省 重 点 实 验
室”，围绕低空智联技术、智
慧民航技术、数字化转型及
信息系统国产化替代开展
应用研究。

今年，山西航产集团将
锚定“两融、两转、三航、千
亿”战略目标，夯实安全运行
基础，提升经营质量效益，推
动产业协同发展，为“十四
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
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三月春潮涌，酒香漫蓉城。3月25
日，第 112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暨
2025春糖季在成都拉开帷幕。

此次展会，省贸促会重点组织我省清
香型白酒、黄酒、果酒、玻璃器皿及特色农
产品等29家企业参展，组成2025年山西
品牌中华行（晋品晋酒专场），共赴蓉城
品鉴盛宴，彰显晋品晋酒的“硬实力”。

龙头酒企强势推介
展馆外，“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活”的巨幅广告标语随处可见；展馆内，
高贵大气、蓝白色调的山西汾酒展区人
流如织，各地参展商或是“咔咔”拍照，
或是品尝汾酒，对其味道赞不绝口。

在山西汾阳王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展厅内，各种白酒琳琅满目，工作人员

靳华宇向观众介绍着此次展出的汾阳
王酒V系列、青花系列。作为清香核心
产区第二大品牌的汾阳王以“一城三
展”创下现象级热度，吸引行业的高度
关注，一举锁定展会 C 位，前来“掘金”
的经销商络绎不绝。

据了解，该公司将汾阳王酒从山西
带到成都，并打算以成都为基点，辐射
整个西南地区，让更多客商品尝到优质
的山西清香型白酒。

太原市酒类行业协会秘书长傅华炜
介绍，作为十大特色专业镇之首，以汾酒
为核心的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杏花村，
正以专业镇的全新形象，借助各项与经
贸有关的活动展现自身的魅力。

近年来，我省积极打造杏花村核心
产区，带领众多酒企到全国招商，清香
型白酒的市场热度不断升温，成交率逐
步提高，源自山西的清香型白酒正以逆
流而上的强劲动能改写着市场格局。

走出去闯市场
在酒业“新兵”——山西太行山酒业

有限公司的展台上，3张获奖证书摆在C
位，彰显着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吸引了众
多来自江苏、河南等地的客商驻足。

该公司工作人员闫瑞丽自豪地说：

“我们公司于2019年成立，2024年荣获
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赛金奖和银奖共
3 枚。虽然公司的产品在国际上拿了
大奖，但是销售范围仅覆盖山西、河南
和河北，希望通过此次展会，提升产品
美誉度，让我们的品牌走向更广阔的
市场。”

来自永济市桑落王酒业有限公司
的桑落酒，近年来先后被列入《中华美
食》《山西省优质产品》《山西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丛书名录。

目前，桑落酒在运城地区可谓家喻
户晓，各类产品遍布城区、乡镇各大小
商超及餐饮店。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参加展会，就是要与全国各地白
酒经销商洽谈，为进一步开拓外部市场
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关公故里的关帝乡酒、皇城
相府的蜂蜜酒也以其独有的特色，吸引
不少客商品尝。据了解，这两款产品均
以太行山优质蜂蜜为主要原材料，是纯
天然、无公害食品。

“零”字招牌带火晋品好物
此次交易会上，健康的食品、饮品

也受到了参会者的追捧。零食品添加
剂、零脂肪、零添加香精、零胆固醇等

“零”字招牌为晋品好物增添了更多健
康的理念。

红枣作为营养滋补产品，既能补血益
气，又能养肝护肝，被誉为“维生素之
王”。此次展会上，山西天之润枣业有限
公司带来了采用“气泡+红枣”方法制作的
红枣可乐，其口感清爽，具有极高的营养
价值，深受参会者喜爱。

产自阳城县的太行红苗谷，以颗粒
小、易熬融、口感黏糯香甜著称。上海
一和和禾集团正是采用这一纯天然谷
物，生产出了零脂肪、零胆固醇、零添
加香精的饮品，其口感绵柔，饮用后可
感受到小米的淡淡回甘香气。据了
解，该集团还以老种子小米、米糠、杂
粮、坚果等为原料，生产出低糖、低卡
的高品质烘焙产品，为消费者带来更
健康的生活方式。

种植基地位于“天然氧吧”历山脚下
的米小力鲜食糯玉米，具有膳食纤维含
量高、脂肪低等突出特点，借助“与辉同
行”直播间推广而大卖，迅速在全国的鲜
食玉米品牌中脱颖而出，并成功出口澳
大利亚。该基地工作人员石豪告诉记
者：“第一次参加糖酒会很开心，希望有
更多的朋友了解山西健康、优质的产品，
促进山西本土企业对外贸易发展。”

彰显晋品晋酒“硬实力”
——第112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山西品牌中华行（晋品晋酒专场）见闻

本报记者 张剑雯

（（扫描二维码看视频扫描二维码看视频））

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左权号左权号””列车列车
安全护航研学路安全护航研学路

本报阳泉 3月 25 日讯
（记者 郭强）日前，山西数
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阳泉
数科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联合成立山西数据交易中心
阳泉数据运营服务基地。

此次签约旨在进一步完
善我省数据交易网络布局，
赋能本地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成立后的阳泉数据运营
服务基地将深度融合省级平
台与地方数据资源，破解数
据资源供给短缺、流通机制

梗阻及资产化进程滞后等难
题，推动数据要素在阳泉及
周边地区的合规流通、高效
配置与创新应用。阳泉数据
运营服务基地还将聚焦数据
资源整合、交易生态建设及
场景应用拓展等领域，不断
推出具有阳泉特色的数据产
品、数据服务与高质量数据
集，推动本地企业数据资产
化资本化进程，助力全市公
共数据开发利用，加速可信
数据空间、区块链等技术落
地实施。

山西数据交易中心与阳泉数科集团

联合成立阳泉数据运营服务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