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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引擎，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

红色资源是武乡县的宝藏和优势。作为全国红色
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武乡县有国保 7 处、省保 16
处、市保12处、县保16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4处，省级红色文化遗址14处，被列入《山西省革命文
物名录》130 处，被称为“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
物馆”。

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历史“重现”。
去年10月，全国首个以八路军文化为主题的数字

体验馆在武乡开馆。该馆采用最前沿的文化数字化技
术手段，以太行精神为魂，以权威史料为根，以新兴技
术为器，以数字展项为用，从人、文、地、物、事五大维
度，集纳以武乡县为中心的八路军文化数据，累计资料
超3000万字。

三维地图上的“战斗复原图”，全景式再现八路军
的多场著名战斗；点击八路军文化数字体验馆数字地
图上的1190处红色旧址，可直观看到每个旧址的位置
和相关信息；一面通过AI技术活化的照片墙，昔日的
抗战英雄经过AI复原后，不仅有了色彩，还能鲜活地
动起来；通过微信小程序一录，游客可以将展馆带走，
随时与数字人“红星杨”谈心，与朋友分享入画的视频、
制作的海报、答题的成绩……数字赋能让武乡县的红
色文化“活起来”，让八路军文化可看、可听、可体验。

“活”起来的红色资源远不止这些。八路军太行纪
念馆、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等20多处革命纪念馆、革
命遗址设置了数字互动体验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展
陈布置；深入推进红色文化软实力系统工程，一批反映
太行精神、八路军文化的文艺精品力作推陈出新；大力
开展“最难忘的人”“从军路上第一课”等现场教学、

“微党课”教学，讲活革命故事，让革命精神具象化；
“红色+研学+民俗”“红色+历史+乡村”“红色+绿色+
体育”“红色+文创”等精品文旅发展模式，丰富了红色
旅游产品供给；大力开展夜经济、夏令营、康养体验、红
色研学等活动，形成全时全季旅游新模式。与此同时，
山西省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其中，太行一号
旅游公路在武乡县境内有100余公里，串联起红色旧
址40余处，形成整体发展格局……一系列措施落地生
花，让散落全县的红色文化拂去历史的尘埃，绽放出新
时代的璀璨光芒。

近年来，武乡县大力弘扬太行精神，持续推进以八
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为核心的“1+4”、以砖壁旧址为
核心的“1+9”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实施红色
文化软实力系统工程；成立了晋冀豫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联盟，全力打造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的
典范和标杆；发布“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等5条革命文
物主题游径，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的原则，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由点到线、由线到
片、由片到面、由“点上红”到“全域红”，让缕缕红色文
脉绵延不绝。

除此之外，武乡县积极拓展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新
路径，不断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要素，规划红
色旅游线路，设计一日游、半日游旅游产品，村民建起
民宿，开起农家乐，销售农副产品，在家门口就吃上“旅

游饭”、走上致富路。
红色武乡，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一首激

昂的发展奋进曲。这座藏在山水画卷中的城市，正在
推动历史脉络、文化创意、经济转型融为一体，红色旅
游品牌打响叫亮，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产业转型积蓄成
势，发展活力日益迸发。

城乡同频，奏响融合发展新乐章

80 多年前，鲁迅艺术学校进驻下北漳村，被誉为
“华北抗战前沿的文化中心”“敌后文化抗战指挥所”。
80多年后的今天，这座小村庄依托“前方鲁艺”旧址独
特的红色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为下北漳村的发展
注入历史基因和文化元素。

2021年8月，“前方鲁艺”旧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修葺一新的“前方鲁艺”旧址高高矗立，曾经
破损的砖瓦得到修缮，各种珍贵的实物和史料以文字、
图片、木刻版画、数字化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来，静静地
向游客述说着“前方鲁艺”师生及其他抗战文化团体在
此进行文化抗战的峥嵘过往。现在，下北漳村已打造
出22个院落，开办水上乐园，种植冬棚及应季蔬果，为
游客提供吃、住、游、玩一体化沉浸式体验环境，也让不
少村民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下北漳村的新风貌，是太行革命老区武乡县依托
红色资源，围绕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抓好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武乡县牢牢把握新型城镇化
发展方向，应用系统观念，着力在产业转型上蹚路，在
城乡融合中下功，在改善民生上加力，加快推进城乡基
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县域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

提升全域品质——武乡县着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品质提
升、路网畅通、设施完善四大行动，进一步拉大城市框
架，优化城市布局，完善城市功能。聚焦交通沿线、村
庄街巷、农户庭院、田间地头等重点区域，武乡县推进
农村户厕改造，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全面推进森林村庄
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大幅提升，老区人民的精神面貌更
是焕然一新。

完善设施功能——快递进村、特产进城，武乡县
双向打通农村地区寄递服务“首末一公里”，坚决做
优做强“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主渠道，助力农
村消费升级、农民创收增收。除此之外，水电路网
等基础设施在城乡间“无缝连接”，缩小城乡差距，
拉近城乡距离。

提升公共服务——打造“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的15分钟“政务服务圈”；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
系，加大特殊群体关爱服务力度；先进的医疗资源，让
城乡居民共享健康保障；优质教育将先进的教学理念
与师资力量延伸至乡村；通过开展市场集中招聘、乡村
流动招聘等方式，搭建人岗对接平台，帮助乡村劳动力
实现就业。

在武乡县，城与乡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资源的
互补、是产业的协同、是文化的交流、是生态的共享。
在这场城与乡的“双向奔赴”中，武乡县正描绘出一幅

城乡共荣、人民幸福的美好画卷，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大步迈进。

绿色打底，绘就低碳发展新画卷

去年冬天，武乡县浊漳河北源丰州段，一群群白鹭
集群飞翔，或自在游弋、或振翅高飞、或优雅地踱步于
浅滩，在蓝天碧水的映衬下勾勒出一幅宛如天作的生
态画卷。

白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
它们钟情于空气清新、气候适宜的澄澈水域，因此常被
视作衡量一个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物种”之一，
是全球公认的“生态检验师”。除了白鹭，还有野生鸳
鸯、斑嘴鸭、绿头鸭等大批候鸟经常选择在这儿越冬，
或把这里当成漫长迁徙路上的中转“驿站”。

候鸟有信，应时而归。这些美丽的鸟儿选择在这
里栖息，就是对这片土地生态实现蜕变的最好证明。

突出资源禀赋提升特色产业，推动好生态向好效
益转化；加强源头管控遏制各类环境违法行为，让社会
经济与环境保护共促双赢；抢抓国家新能源政策机遇
期，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武乡县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三大保卫
战”，既出雷霆之举，又下绣花功夫，因绿而美、靠绿而
兴，绿水富民的美丽故事正在武乡县不断上演。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八百里浊
漳·美丽的画廊”母亲河生态修复治理，持续推进县城
水系生态治理以及昌源河（武乡县段）、蟠洪河、涅河
（武乡县段）河道治理等重点水利工程。推动历史遗留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高标准实施造林绿化工程。通过
植树造林、林业生产、生态修复、储备林建设，提升固碳
能力，增加生态碳汇，发展富碳农业。

——煤电产业由“黑”转“绿”。煤炭产业是武乡县
的支柱产业。围绕“三新一高”部署要求，武乡县纵深
推进能源革命，3个煤矿作业面智能化改造全面完成，
煤炭生产先进产能占比达85%以上。煤层气产气量达
5500 余万立方米，综合利用项目、压缩天然气收集调
压站及附属管道建设扎实推进。华电、粤电、北清光伏
发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山予钙业年产5万吨消
石灰生产线项目主体完成，汉华智能科技年产150万
套智能矿山设备、宝昌现代物流园区二期等重点项目
稳步推进，阳成粮油仓储冷链物流项目建成投运。

从“一处美”“一片美”到“全域美”，武乡县加快建
设“绿色低碳示范县”，以绿色低碳理念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武乡县的绿水青山“底色”更重、金
山银山“成色”更高、乡村振兴“本色”更亮。

一切成就，总是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所有事业，都
将在继往开来中缔造。从“路隘林深苔滑”到“路宽林
茂粮丰”，如今的革命老区，绿色群山成为幸福靠山，体
制改革、民生改善齐头并进，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时间无言，实干有声。2024 年，武乡县经济社会
发展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进入2025年，全县上下真
抓实干，奋勇争先，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昂扬状态，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在太行
精神的赓续接力中，武乡正迎来更多可能。

多点发力推动县域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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