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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位于右玉县中陵湖边的

锡瓦塔内霍海滩太空舱酒店，窗外绿草如茵，

湖水清澈，景色如画，前来入住的游客络绎不

绝。

不断改善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右玉高质

量发展铺就绿色之基。今年以来，右玉生态文

化旅游示范区以推进省级文旅康养集聚区建

设为抓手，高效整合资源，积极推进各项改

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不仅康养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特色农产品

和新能源产业建设亦有新突破，为构建多元

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推进生态康养建设

打造文旅融合新名片

优良的生态资源，为右玉发展生态康养

产业提供了宝贵资本。

“我是和朋友从山东过来的，感觉这边民

宿环境特别优雅。”7 月 12 日，在右玉县长城

一号生态艺术营地露营的山东游客苑晓霞开

心地说。去年，从外地返乡回来创业的右玉人

武鹏投资完善二十五湾村周边基础设施，并

整合户外露营、乡村体验等资源，打造了长城

一号生态艺术营地，高峰期一天可以接待

3000 人左右，年收益将近 100 万元。

今年以来，右玉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充

分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推进文旅康养产业融

合发展，推动形成“三条精品线路”（红色右玉

精神研学游、绿色生态休闲康养游、金色西口

文化体验游） 为牵引，“三张文旅名片”（红色

文化、西口古道、玉龙赛马）为支撑，“一城一

卫一枢纽”（右卫古城、威远卫、县城旅游综合

接待枢纽）、“一口三带一集群”（西口故里、万

里长城与苍头河交汇处———千年雄关杀虎

口，环县城运动体验带、苍头河湿地康养体验

带、一号公路长城文化体验带，古堡乡村旅游

集群） 为基本布局的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新格

局，加速打造全方位、高品质、特色化的身心

怡养宝地和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我们先后引入民间资本 2 亿多元，新建

南山美郡生态度假区、中陵湖郊野公园、长城

一号生态艺术营地、桃花源生态休闲产业园

等文旅康养项目，并统筹右卫艺术粮仓、红旗

口帐篷营地、杀虎口田园综合体生态观光旅

游项目，实现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体验场景、延

伸文旅产业链条的目的。”右玉生态文化旅游

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刘继珍说。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右玉实现旅游接待

289 万人次，旅游收入实现 16.44 亿元。在生

态文旅康养全新的发展赛道上，右玉正华丽

转身。

构建农业全产业链

加快农产品集约发展

日前，右玉玉羊肉业股份有限公司产业

园区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在进行装修作业。公

司董事长云泽国介绍，由该公司投资的生态

羊全系列食品绿色加工技术改造项目，预计

于今年 8 月底投产。项目年可屠宰羊 100 万

只、年分割羊 1 万吨、深加工羊肉系列产品

3000 吨。

“作为我省乃至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羔

羊肉加工生产企业，在今后经营中，我们将进

一步做强‘右玉羔羊肉’这块金字招牌，努力

提升高端羊肉市场占有率。”云泽国说。

全国小杂粮基地县、全国沙棘产业建设

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半农半牧县、全省唯一被

列入国家优良家禽地方种质资源名录县……

右玉不仅有得天独厚的优良生态，也拥有一

流的特色农牧产品资源。

依托玉羊肉业、祥和岭上、中大科技、塞

上绿洲、图远实业等“链主”企业，右玉生态文

化旅游示范区聚焦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四链”融合发展，不断建链、延链、补

链、强链，打造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不断加快

特色农产品产业集群化发展。

如今，右玉已建成运行了生态羊产业链

全程溯源系统，右玉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正

全力加快生态羊特色专业镇建设，新建存栏

量和出栏量 3000 只以上的生态羊养殖场 8
个，万只以上生态羊养殖场 1 个。同时，扶持

祥和岭上年产 10 万吨草颗粒加工厂投入运

营，建设生态循环农业基地 1.52 万亩，积极

构建与现代农牧业相适应的饲草产业发展体

系。

每到秋季，右玉漫山遍野都是黄澄澄的

野生沙棘果，如今，右玉沙棘保有面积 28 万

亩，已发展起 12 家沙棘加工企业，产值 2 亿

元。“我们将深入实施 12.5 万亩低产低效沙

棘林改造工程，力争把沙棘果采摘量提升到

8000 吨，产值达 3 亿元以上。同时启动中国

沙棘产业示范园建设，筹建右玉县沙棘功能

食品研究院，与广药集团开展合作，研发沙棘

保健品、药品、沙棘黄酮等产品。”谈起沙棘产

业发展前景，刘继珍说。

增强发展新动能

推动新能源产业壮大

“共享储能电站在谷时充电蓄能、峰时放

电调峰。新能源企业可通过租赁储能电站容

量满足自身配储需求，既能有效缓解电网调

峰压力，提高新能源利用率及电力客户用电

质量，还可以助力电网削峰填谷、节能增效。”

7 月 10 日，右玉信驰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傅浩

生说。就在今年 5 月 11 日，我省装机容量最

大 的 共 享 储 能 电 站———信 驰 新 能 源 平 右

400MW/800MWh 共 享 储 能 电 站 一 期 工 程

100MW/200MWh 正式并网。

右玉风光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右玉生

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积极探索新能源推动“双

碳”目标实现路径，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壮大，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需要做好顶层设

计。右玉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在成立之初，就

把新能源产业作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纳入

总体规划，突出新能源产业的主导地位，精心

编制产业规划，并成立新能源产业专业招商

小分队，聚焦相关企业，加强对接洽谈，助力
新能源产业项目的招引落地。

“目前右玉共有新能源企业 21 家，总装
机容量达 210 万千瓦，2023 年累计发电 28.5
亿度，实现产值 6.6 亿元，同时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28.41 万吨。新能源发电不仅为‘双碳’
目标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持续厚植了

右玉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右玉县县长，右

玉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石生华说。

为应对新能源发电的不稳定性和间歇

性，右玉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还积极引进了
信驰新能源平右 400MW/800MWh 共享储能

电站、华朔新能源 400MW/800MWh 独立储能
和右玉为恒 300MW/600MWh 储能电站等储

能项目。随着这些项目的陆续建成投运，右

玉县境内新能源将逐步实现“源网荷储一体

化”发展，不仅新能源产业的经济效益将大

幅提升，也为示范区经济提档升级打下坚实
基础。

放眼右玉，生机无限。在绿色生态的发展

轨迹上，右玉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正加快开

辟新领域新赛道，接续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新优势。 袁兆辉

向 新 向 绿 产 业 兴
———右玉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开辟经济发展新赛道纪略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之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晋中开发
区是山西省转型发展的核心区、先行区和主战
场。晋中开发区管委会以大学城为支点，发挥
科技创新先发优势，打造八大基地，建设“大学
城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将 236 平方公里规划
为“核心区+拓展区+辐射区”，集中要素资源、
政策资源、企业资源和服务资源，源源不断迸
发新质生产力。

横向联动 纵向协同

双向奔赴 同向发力

太原理工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原院

长权龙是学校“九五”“十五”“211”工程重点建

设学科机械工程的学科带头人。今年，他将带

领他的团队入驻高端装备与低碳技术应用示
范基地，开展“智能化高能效工程机械液压元

件与系统关键技术项目”研究。“学校缺少合适

的厂房和车间，数台 30 多吨的大型工程机械
装备只能露天存放。以前是向企业‘借’场所搞

实验。现在好了，这些大块头有了自己的家。”

权龙高兴地说。

2023 年 8 月，管委会精心筹划并成功举

办液压产业联盟高峰论坛，来自液压产业核
心领域及上下游配套产业的 22 家杰出企业

齐聚晋中开发区，共同绘制了携手并进、共谋

发展的宏伟蓝图。权龙就科技研发与成果转

化领域的专利技术进行了权威分享，精准对

接了液压企业对于技术革新与升级的迫切需

求，实现了科研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开启了合

作共赢的新篇章。

在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的宏伟蓝图中，山

西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横向主体间的深

度联动与纵向产业的紧密协同，展现出高度

的政治站位与全局的战略眼光。横向主体联

动，企业进高校、高校进企业，开启双向奔赴；

纵向产业协同，企业发挥能动性，寻找供应链

和产业链的最优解；政府搭桥，建章立制打通

任督二脉，科技创新在高校和企业之间自由

流淌。

山西辉能科技有限公司聘请山西大学电

力与建筑学院薛小军为科技副总，山西瑞博隆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聘请山西中医药大学柴智

为科技副总，山西领君重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聘请太原科技大学教授田文艳为科技副总，三

位高校导师变身“科技副总”，深入工厂车间激

发创新活力，为企业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氛围。

创业主体向“新”而聚

市场牵引动力强劲

“创新只有扎根在企业和项目中，才有生

命力。”晋中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崔雪波说。

山西浩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晋中开

发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的高新技

术企业之一，主要聚焦数字化展厅设计实施

和三维数字内容创作。负责人韩浩坦言，大

学城的高校资源是吸引他落户开发区的主

要原因。“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数字化课程，交

流起来非常方便。现在与山西传媒学院数媒

学院、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都建立了常态

化合作。”

晋中大学生创业园因势而生，是山西省首

个面向大学生开展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的综

合性创业示范基地，为大学生提供免费办公场

所及投融资路演、创客交流等平台。创业园负

责人李晓东虽已近花甲之年，却怀揣着对支持

青年创业的无限热情，针对大学生创业的难点

痛点，创业园专门研发了“沙盘推演、实战经

营”的培训课程体系，提升大学生创业就业的

综合能力。

来自晋中学院机械设计及自动化专业的

毕业生李靖荣正是这一创业生态体系的受益

者之一，成功创立的山西云亭科技有限公司迅

速成长为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交通、智慧

医疗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服务商。

截至目前，晋中大学生创业园累计培训

大学生 33848 人，累计孵化大学生初创实体

354 个，带动就业 4000 余人，涉及行业有网

络信息安全、电子商务、广告设计等，成为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

重要力量。

创新能力加速提“质”

科技与产业同频创新

山西奥睿基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体外诊断试剂的高科技公

司，聚焦“家庭快检”。企业负责人宋俪介绍，公

司已有两款产品成功获得产品与生产备案，标

志着商业化生产的全面启动，同时，铁蛋白检

测试剂盒等前沿产品的研发工作也正紧锣密

鼓地进行中。

晋中开发区作为医药大健康产业的重要

高地，对奥睿基赛这样的创新型企业给予了

全力扶植，不仅提供了 500 平方米的生物实

验室，还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展现

了政府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深切关怀与坚定支

持。“虽然省内的分子生物学还在起步阶段，

市场拓展难度不小，但是我们很有信心。”宋

俪说。

与此同时，山西新彤昊科技有限公司在

工业物联网数据服务领域崭露头角，其高频

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覆盖了 3 万余工业设备

节点，年数据采集量高达 1200 亿条，为环保、

能源等多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持。该公司与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院携手推进的智慧建筑系统合作

项目，更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典范。

晋中开发区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前沿阵

地，其创新平台数量已突破百个，高新技术企

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不断壮大，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更是成为行业标杆。

当前，晋中开发区创新平台达到 100 个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97 户，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中小企业 7 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达到 100 户。这一系列成就，不仅彰显了开发

区在推动产业升级、培育创新生态方面的显著

成效，也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力。

益企创业服务公司作为晋中开发区科技

企业孵化器的核心运营者，秉持“一起益企”的

服务理念，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全方位助力企业

发展。特别是“基金岛”的成立，作为晋中市首

个股权基金投融资一站式服务平台，以政府性

引导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同时吸引银行、证券、

保险、担保、融资租赁、典当、商业保理转贷等

各类金融机构入驻，有效实现金融服务链条全

覆盖。目前，该基金岛已入驻基金管理机构 2
户，注册政府投资母子基金 17 支，资金规模逾

千亿元。

晋中开发区将继续秉持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依托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平台，为企业

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全流程、全要素的服

务，努力扮演好“店小二”的角色，为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共同推动区域经济迈向更高质量

的发展阶段。

佚名

协同创新 加速前行 迸发新质生产力
———走进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晋中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