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蒲县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聚焦全市“三个

努力成为”奋斗目标，大力实施

“133”总体思路，在产业发展、城乡

建设、改善民生等方面，交出了一份

真金白银的出彩成绩，迈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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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味儿”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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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属装备制造产业链链主——中兴铸业

有色金属加工产业链链主——华玉集团

这是一组组数字谱写的优秀答卷：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9年的 92亿元
跃升至 2023 年的 176 亿元，年均增长
8.16%；人均GDP达到 18.2万元，居全省

前列。
这是一个个项目描绘的喜人场景：中

兴铸造、华玉集团的全自动生产线正在高
速运转，博大精密铸造、锦绣科技产业孵化园
区、新建政务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正快马加
鞭。

这是一幅幅民生福祉的幸福瞬间：一
批民生基础设施正加快建设，学生从学前

到高中全免费、引进国内顶级教育集团实施
全链条托管……

这，就是在高质量发展路上驰而不息的蒲
县。

作为全市的产煤大县、经济强县、生态美
县，蒲县山川秀丽、资源富饶、文化厚重。自市
委、市政府赋予蒲县建设“沿黄板块区域中心”
重大使命以来，蒲县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大力
实施“133”总体思路，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深入
实施产业转型、城市更新、文旅康养“三大行
动”，坚决筑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

“三条底线”，在更大格局中谋篇布局，明确了打
造能源革命排头兵、装备制造承接地、物流集散
旱码头、城市更新示范县、文旅康养先行区的发
展定位，加快区域经济、物流、康养、消费、教育、
医疗、文旅中心的建设，全力打造引领沿黄板块
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的新引擎。

产业体系——
从“一煤独大”转向“多元支撑”

初冬时节，沿着 520国道前行，两侧的丘陵
松柏苍翠，偶有斑斓的灌木点缀其间。

走进 520国道北侧的华玉集团，生产车间
里，技术人员正在操作自动化设备，对黄铜原料
进行打磨、钻孔、攻丝等操作，将一个个铜块变
成了阀门、配车配件等产品。

华玉集团主要生产黄铜水暖洁具阀门、燃
气阀门总装，液压、油泵配件，紫铜电缆拉丝、
电子拉丝铜线等产品，通过“建链、延链、强
链”，带动了 14家上下游企业和 3家配套企业，
形成“熔铜、锻压、机加工、总装”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条——这是蒲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培育
新型产业的生动实践。

蒲县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长期依赖煤炭
经济导致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破坏、经济波
动大。蒲县县委、县政府认识到，唯有转型才有
出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加快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蒲县坚持把煤炭领域积累的宝贵
财富更多投入到培育新动能上，以传统工业反
哺产业转型，围绕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升、装备
制造业占比提升、新能源产业占比提升推动产
业转型，把制造业振兴作为产业转型的主攻方
向，把专业镇和产业链作为推动制造业振兴的
重要抓手，加快构建“一主、一镇、两园、三链”现
代产业体系。

“一主”即稳住煤炭产业支柱地位。蒲县牢
牢把握煤炭资源优势，打造全省煤炭绿色开发
利用基地，7座矿井产能核增手续获批，净增产
能 370 万吨，全县 15 座生产矿井年产能达到
1990万吨，新建 300万吨矿井 1座，建成智能化
矿井 1座，正在推进 9座矿井智能化改造和 3座
绿色开采试点建设，先进产能占比达94%。

“一镇”即蒲县精密制造加工专业镇。目前，
该专业镇已成功创建为市级重点专业镇，力争
用3至5年时间，实现装备制造产值达100亿元。

“两园”即提质壮大装备制造园和现代物流
园。装备制造园累计投入2.86亿元，打造标准地
374亩，建成标准化厂房5.2万平方米；现代物流
园依托中南铁路运输大通道，规划建设集煤炭

仓储、铁路运输为一体的铁路运输物流中心，打
造山西中部区域陆港型物流枢纽。

“三链”即有色金属加工、黑色金属装备制
造和新能源3条产业链。有色金属加工产业链方
面，以华玉集团为链主，形成了“熔铜-锻压-机
加工-总装”的铜制品加工全产业链；黑色金属
装备制造产业链方面，中兴铸业已投产，博大年
产6万吨汽车配件项目正在建设；新能源产业链
方面，重点推进总投资 88.4亿元的蒲县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整体工作进度在全省“十四五”纳
规的10个抽蓄项目中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蒲县狠抓特优农业和文旅产业，
华尧酒、茂洲牛、构树猪等优质农产品入驻高端
超市、餐厅，被子垣有机苹果在全国水果口感大
赛上获得金奖，全县高标准农田达到11.7万亩；
投资5亿元启动文旅康养小镇建设，实施了博物
馆、游客服务中心、民俗风情街、光影水秀、化乐
古镇、西坡古村、滑雪场等项目，大力发展祈福
游、古建游、红色游、康养游，打响养身养心更养
神的“尧师故里·康养圣地”品牌。

城乡面貌——
从“点上开花”变成“整体出彩”

“这两条河道经过生态综合治理后，将形成
绿植错落、河水潺潺、生态优美的景色，让蒲县
居民享受到生态科普、湿地展示、文化体验于一
体的特色体验空间。”站在蒲县昕水河、北川河
生态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孙超
指着紧锣密鼓的施工现场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3.19亿余元，涉及河道治理总长度为5.73公里，
将新建生态护岸11.46公里，通过生态改造重塑
地貌基地，让固化的河道岸线充满生机。

昕水河、北川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是
蒲县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重点项目之一。
通过河道综合治理，这里未来将呈现绿树成荫、
花香四溢的生态美景，居民们可漫步亲水栈道
休闲、锻炼，欣赏“一川清水、两岸锦绣”的河流
风光。

从 2022 年下半年开始，蒲县开启了这一
轮城市更新行动，起点高、体量大、推进快、反
响好。

蒲县牢牢把握城市“双品质”建设这一最大
逻辑，对标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抢抓机遇、谋篇
布局，掀起城市更新热潮，投资60多亿元统筹实
施学校、图书馆、政务中心大楼、产业孵化园、商
业综合体、靓城提质、供热管网、山体修复、河道
治理、绿荫行动、智慧停车等一批标志性、基础
性、功能性项目。

蒲县坚持把超前规划作为城市更新的起步
点，邀请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沈磊总规划师团
队，聚焦城市发展、产业布局、人口战略进行总
体规划，打造“国家黄河战略典范县”“山西传统
风貌示范县”“区域文化品牌策源县”“百姓幸福
乐享榜样县”。实施了城市更新项目 41个，以工
匠精神、绣花功夫把控全程、打磨细节，真正做
到为当代留精品、为后世留文物。

县四套班子包片、党员干部带头、利民政策
跟进兑现……蒲县投资 24.6亿元实施“三区一
村”改造，拆迁 12个片区 1400余座小院 32.5万
平方米，高标准就地还迁。山水福苑小区和蒲伊
西街的27万平方米、2008套还迁房今年年底将
具备分房条件，惠及 13个老旧改造小区的群众
452户。

蒲县坚持把完善城市功能作为城市更新的
支撑点，新建全市乃至全省一流的政务中心和
图书馆（美术馆），投资2.25亿元实施靓城提质，
蒲伊街自西向东勾勒出新中式、计划经济、现代
风格时光街景；投资4.67亿元实施昕水河、南川
河等生态治理，打造十里河道旖旎风光；建设全
龄健康游园、口袋公园主题公园 9个，植绿补绿
1.58万平方米，推窗可见绿、出门即入园；改造
供热管网 36.2公里，主干道、各类管线全部入

地；全面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彻底解决城区内涝
等问题。

在产城融合方面，蒲县新建 5条商业街，建
成蒲伊西街、产业科技孵化园 2个“双子座”，发
展总部经济、星级酒店、商贸综合体、夜间消费
等，全力建设文旅康养小镇，配套建设博物馆、
游客中心、养老院、疾控大楼、康养小区，打造文
旅康养休闲避暑胜地；在城市管理方面，启动城
区“智慧停车”项目，拓宽改造桃园街、北环路等
4条主干路，努力创建国家公园城市、智慧城市、
海绵城市、文明城市、卫生城市。

如今，蒲县县城的承载力、辨识度、吸引力
大幅提升，一座宜居宜业、精致精美、如诗如画
的魅力小城正在崛起，“城市味儿”越来越浓。

民生福祉——
从“民之所盼”变成“民之所赞”

今年 6月 18日，蒲县与东辰教育管理集团
签约教育服务，双方在高端教育人才派驻、核心
教育资源引入、教育管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发力，
把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独特的教育管理模式、
丰富的学情分析等优势和资源植入蒲县。

7月 26日，蒲县教育体育局与海亮教育集
团签约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服务项目，双
方携手打造以“留在蒲县、学在蒲县、成在蒲县”
为核心理念的教育生态和教育品牌，为蒲县乃
至周边地区的教育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和活
力。

今年以来，蒲县紧抓教育这一最大最急的
民生，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
增加教育投入，深化教育改革，积极优化资源
配置，引进国内顶级教育集团实施贯通式、全
链条托管合作办学，实现教育聚人、教育兴城、
教育强县目标，不断满足千家万户对美好未来
的向往。

除了以教育的“软实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
“硬支撑”以外，蒲县大气魄、大手笔、大力度建
立起适度超前的民生保障和福利普惠体系。文
化宫、奥体中心、全民服务中心、图书馆、政务中
心等基础设施或建成投用，或加快建设；中小学

“蛋奶工程”、学前到高中全免费、电视收视和县
城公交乘坐全免费等民生举措覆盖全县。

在厚植民生福祉的同时，蒲县狠抓生态环
境保护，让绿色生态从“环境优势”变成“竞争
优势”。

蒲县持续开展臭氧、秋冬防大气污染防治
等行动，城区集中供热、农村清洁取暖率分别达
到 98%、35%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
上，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稳居全市前三；紧盯企业
废水、生活污水、畜禽养殖三大污染源，落实“截
污、清污、减污、治污”措施，水土保持率达64%，
地表水水质稳定达到Ⅱ类；实施垒石坑造林、退
耕还林、见缝插绿等植绿护绿行动，人均绿地面
积达 40.2平方米，是省定园林城市的3倍，曾经
的“石山土盖头、坡陡岩裸露”变成“千里绿色生
态屏障”。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水土保持
示范县、全域“中国天然氧吧”、“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山西省避暑旅游目的
地……一系列荣誉称号纷至沓来。

蒲县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推进“百里
昕水河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成功创建省级示
范村 3个、市级示范村 3个。快捷的“四好农村
路”、方便的物流网点、全覆盖的垃圾收运、完备
的日间照料中心，让蒲子儿女共同奔赴美美与
共的幸福生活。

今日的蒲县，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
美，生态资源得天独厚，文旅产业已逐渐成为
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民生幸福产业。

好山好水好风光，蒲风蒲韵蒲子情。一幅
幅高质量发展的壮美图景，正在蒲子大地生动
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