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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亮度彰显发展广度

——潞城区真抓实干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胜。

产业园内，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项目，推动产业向“新”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融入其中；

卢医山下，康养产业如火如荼、普惠托育托举未来，把“民生项目”做成“民心项目”，以改革“小切口”撬动

民生“大变化”；

浊漳河畔，乡村面貌焕新颜、产业发展见实效、农民增收有盼头，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火热推进，奏响新时

代奋进最强音。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近年来，潞城区紧紧围绕打造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示范区先行区、晋东南城镇

圈人才聚集地、现代化太行山水名城生态怡居地的“一区两地”目标，敢闯敢试，争先进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传统产业脱

胎换骨，新兴产业攀高逐新,乡村振兴蓬勃发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全区经济社会迸发生机活力，发展后劲不

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民生温度增进发展厚度
通过加大技能培训、拓展养老服务、发展普惠托育等举措，保障民

生，改善民生，让业有所成、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改革，一头连着“政”，一头牵着“民”。2024年，潞城区对照年初的民生工作任
务清单，一件一件抓好落实，以改革“小切口”撬动民生“大变化”，用民生温度托起
群众稳稳的幸福。

2024 年，一场关乎民生福祉的潞城区东关正街片区改造工程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稳步推进，22 栋回迁安置住宅楼全面竣工并通过验收，标志着这一承载着群众
安居梦想的民生工程迈出坚实一步，符合安置条件的千余户家庭如愿选到心仪房
子，新居在望。

精准施策、技能赋能、贴心服务，着力做好就业大文章。潞城区以“人人持证、
技能社会”建设为抓手，聚焦重点群体，结合市场需求，持续加大技能培训力度，让
更多劳动者一技在身，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增收。同时，积极举办各类招聘
活动，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新增技能人才 2000 人、城镇就业 6000 人，为居民提升
收入奠定坚实基础。

依山而建的省级卢医康养基地，凭借“医教研养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得
天独厚的气候环境、优越完善的配套设施，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选择。
潞城区依托全市大健康公共服务基地，积极探索发展“康养+旅居”模式，与长治医
学院合作建设的和平康复医院开展肿瘤康复、老年康复、肢体康复等，为周边百余
位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多元个性化医疗康复服务。

依托全国智慧康养云平台应用试点和全国十大养老品牌“杭州暖心窝”服务管
理系统，对照全省首部《康复护理师职业基本要求》地方标准，构建以“呼叫救助、
居家照料、健康服务、档案管理”为中心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主城区 20 个社
区构建起“医养+康养+旅养+社区”的嵌入式养老新格局。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
信息中心与潞城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养老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助力全市养
老产业朝着智慧化、数字化方向行进。

潞城区着力构建“15 分钟社区托育园”，提高托育功能在社区的“嵌入率”，打
造孩子们的“爱心港湾”，让有需求的家庭安心“托”付。建成全省首个，也是目前
唯一一个省级托幼托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规划建设紫丹幼儿园、京华合木托育中
心、妈妈宝屋社区养育中心等托育机构7家，托位968个。潞城区小象湾托育中心、
妈妈宝屋社区养育中心、公办综合托育服务中心、婴城爱心托育中心等机构入选
2024 年市级示范普惠托育机构。加快婴城、学府社区托育服务园落地开工，推进
山西省托幼托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二期建设，长治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年内竣工
投用；积极谋划 14 个以社区托、园中托、企事业单位托为补充的普惠托育试点建
设，扩充托位265个；新增普惠托育机构全部投用后，全区托位数将达到1233个，每
户人口托位数将达到5.62个。

民生实事开花结果。潞城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
民生实事从“施工图”变成“幸福实景图”，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节
节攀升。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
发展，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两山”理念，实现“美丽田园”和“美丽经济”效益
双提升。

微子镇神头村，将红色基因融入山水、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辛安泉镇南流村，一湾泉水环抱亭台轩榭，为正在建设的“上党地区第一家水稻产业

园”打好基础；
潞华街道岭后村，在旱地特色种植上做文章，为人居环境改善带来充足底气；
……
今日潞城，乡村振兴气象万千，有颜值更有实力，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农村集体经济壮

大提质，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潞城区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过程中，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两山”理念，统筹

好乡村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努力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实现“美丽
田园”和“美丽经济”效益双提升。

政策支持精准有力。印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纵深推进“一区两地”全力构建和
美乡村行动方案》《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024 年工作要点》等政策
文件，推动翟店街道寨上村、微子镇神头村等4个精品示范村完成村庄规划编制，谋划22个
重点项目，总投资2.16亿元。辛安泉镇西流南村毓芳园提档升级项目顺利完成，开门迎客。

特色产业优势彰显。潞城区连续第 8 年出台农业调产类政策文件《长治市潞城区 2024
年以奖代补推进一产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药材、高油、大葱、香菇、设施蔬菜、旱地西
红柿和冬播谷“6+1”特色种植面积超过 10 万亩，建成大葱产业园，全面补齐育苗、加工销
售、体验全产业链条，年产值实现 8000 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3000 余个。引进香菇制棒自动
化生产线，建成全省唯一集制棒、养菌、出菇、保鲜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食用菌产业综合示
范园区，辐射带动全区 5 个乡镇（街道）22 个村建设香菇大棚 200 多座，香菇年产量超过
4000 吨、产值 4000 万元，带动 1000 余户农户增收致富，香菇产业成为具有潞城特色的重要
支撑产业。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目前，卢医山滑雪场、潞阳里美食城、辛安泉乡村旅游持续
火热，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游玩体验。随着黄花岗长安军事文化公园开工建设，神头之战纪
念园 3A 级旅游景区、八路军总部北村旧址 3A 级旅游景区提档升级项目稳步推进。潞城
区各类文旅康养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短途旅居、研学旅居基地初步形成，强势赋能
乡村振兴。

一次次创新性探索、一个个突破性进展、一项项标志性成果，镌刻着潞城区改革步履的
铿锵印记。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潞城区大胆试、
大胆闯、主动改，在重点领域上先行探路，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在堵点难点上破题开局，
在试点示范上下足功夫，持续以改革创新引领发展突围，推进各领域改革出圈出彩，一步一
个脚印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奋 力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长 治 实 践

大美潞城活力满满

普能世纪新能源有限公司3GWh全钒液流储能产业项目奠基

西流南村美景入画来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开辟新赛
道、锻造新优势，推动产业向“新”发展，在潞城，一批具有创新
性和引领性的项目落地生根。

“进”的步伐坚定，潞城区在开辟新赛道上下足功夫。2024年10月18
日，潞城区普能世纪新能源有限公司3GWh全钒液流储能产业项目正式
奠基，为全区新能源产业注入强劲动力。

这是潞城区先行先试蹚新路，努力塑造新优势、开拓新领域，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一次具体实践。

项目建设千帆竞，产业发展势如虹。
放眼望去，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一座座产业平台建设正酣，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在园区火热推进，彰显全区项目建设“速度”和“热度”。潞
城区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推动产业向“新”发
展，紧抓项目落地，落好“关键子”，下活经济发展“一盘棋”，让一批具有
创新性和引领性的项目落地生根。2024 年，潞城区全年实施重点项目
189个，107个项目竣工投产；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0亿元，绝对值连续四
年排名长治市各县区第二。

细数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条持续拉满。瑞君高性能锂电负极材
料项目一期建设年产 4 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线试运行；龙
星碳基新材料项目一期建设三条高纯度纳米级炭黑生产线联动调试；长
治新能源汽车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二期钢结构厂房建设进度过半；潞城
天辰光运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即将完成并网：潞宝集团钒电池储能系
统的关键材料、云伊电投100MW独立储能电站、潞城店上100MW风电、
长安军事文化公园、晋元煤炭产业数字技术一体化等39个项目建设有序
推进……

潞城区坚定不移壮大精细化工循环产业链，做好延链、补链、强链文
章，全力招引链上龙头企业，促进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大中小
型企业活力迸发，积蓄的发展能量喷薄而出。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潞城区规范审批事项标准，积极主动谋划一
批成效明显、可复制推广的行政审批改革事项，推进惠企政策线上兑现，
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为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服
务。在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等方面着力查痛点、
接断点、解难点、通堵点，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开辟绿色通道，加速重点项
目落地，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

站在新赛道上展望，渲染“三重”底色，绘就高质量发展美丽画卷。
瞄准“碳基黑”，推动龙星炭基、瑞君高性能锂电负极材料等碳基材料尽
快达产达效；打造“钙基白”，谋划推动晋元纳米钙基等新一批项目落地；
布局“智造蓝”，利用京长对口合作有利契机，依托中关村信息谷的招商
资源优势，引进一批高新技术、电子信息企业，助力推动盘活数智互联产
业园，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

产业热度托起发展高度

驴肉甩饼大赛点燃文旅融合新火花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惠民生

海亮教育学校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飞防”作业助力智慧农业发展

香菇出口助农增收

东关正街片区1272户回迁安置居民如愿选到新房

国家3A级旅游景区神头之战纪念园讲好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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