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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设备确认完毕，可以进行远程操控。”收到井下工作面

安全巡查员的确认信息，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塔山矿调度指挥中

心技术员魏志强轻点鼠标，井下的采煤机、运输机、转载机等综

采设备相继联动运转。

在塔山煤矿，年产 1500 万吨特厚煤层智能化综放工作面，

已投产两年多。在井下生产运输和采煤两大环节，均不再需要

借助任何人力，实现全自动化开采。

地上不见煤、地下不见人，这是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

能化叠加在一起，塑造的矿山新形象。

5G 技术问世不久，山西就运用到智能化矿井生产过程当

中。在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新元煤矿，在地下 534米深处，中国移

动和华为公司联合部署建成了 5G 网络。在 5G 控制室，工人可

以远程操控机器，通过屏幕查看矿井运行情况。

今年，山西将推动全省 1000 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建设，拓

展智能化应用场景，煤矿固定场所无人值守，关键环节机器人代

替，实现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减人 60%目标。

坚持科技创新驱动的同时，山西一方面“稳住煤”，确保山西

对全国煤炭安全稳定“压舱石”的作用；一方面“管好煤”，促进开

发利用方式的变革，加快构建绿色、智能、安全、高效的煤炭工业

体系，日渐摆脱“增长不安全，环保难增长”的资源依赖。

进入新时代，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为之一新，山西不断加快

煤炭行业“减、优、绿”发展之路。

2019年，山西确定了 10座煤矿（井）为省级绿色开采试点煤

矿，先行开展试点工作。其中，潞安化工集团高河能源有限公司

充填开采达到了“矸石零排放、地面零沉降、水体零破坏”标准；

山西焦煤集团东曲煤矿建成了首个年产 150万吨的矸石反井充

填开采工作面。

在“稳煤”之外，“优电、增气、上新”成为山西落实能源革命

的既定方针。

2020 年，山西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机制实施方

案》，运用市场机制发挥自身能源优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

更好的发展条件。

目前，全省已经完成 12批新兴产业用电交易，惠及 415户企

业，累计完成交易电量 100多亿千瓦时。

目前，山西正重点推动 49 个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建设，预计

年内全省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将达到 120亿立方米。

碳化硅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单

晶制备一直是全球性难题，高稳定性晶体生长工艺则是其中最

核心的技术。之前，这项技术只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且长期对我

国实行技术封锁。

去年，山西烁科晶体有限公司碳化硅衬底年产能达 10 万

片，销售 3 万片以上，已完全掌握这项技术，实现了高纯度碳

化硅单晶的商业化量产。“目前我们是国内最大的碳化硅产

业生产基地。”该公司生长部经理、高级工程师毛开礼自豪地

介绍。

山西正在挖掘能源资源基础雄厚、电力充沛等比较优势，发

挥后发优势，千方百计补齐科技、人才、资金等要素短板，聚焦

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下好“先手棋”，在全新“跑道”上努力

拓展新空间。

从 2019 年开始，山西探索建立“揭榜挂帅”集聚创新人才

的体制机制，借助“全球大脑”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3 次发

榜共涉及 60 多家企业、40 多个技术难题，聚焦半导体、碳基

新材料、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煤层气、新能源、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等重点领域。省财政投入引导资金 2 亿元，撬动企业投

资 7 亿元，支持“揭榜挂帅”的重点项目开展科研攻关。依靠

“揭榜挂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山西正加快推进高质量转

型发展。

国内著名的半导体专家李晋闽带领中科院半导体所深紫外

LED 专家团队和技术成果落户山西，建成年产 3000 万颗紫外

LED芯片产业基地，引领山西半导体产业跻身全国前列。

如今，大同建设“氢都”、吕梁培育“数谷”、晋城发展“光谷”、

阳泉打造“纳谷”、晋中建设“农谷”……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山西各地布局落子，强劲起步，推动转型发展步入新高度、新

标尺。

得益于科技创新，山西传统产业也在破壁发力，绽放着新

活力。

把煤炭吃干榨净、变废为宝，实现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是山

西推进能源革命的重要方向。省属国有企业带头勇闯新“跑

道”，打通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煤炭从

燃料变成原料，被制成精细化学品，实现了从“按吨卖”到“论克

卖”的转变；煤层气被制成金刚石，实现了从“按立方卖”到“论克

拉卖”的价值链延伸。

10 余年来，与山西干部群众“转型”呼声相伴而行的，是全

省范围内大力唱响的“右玉精神”。

70 多年来，21 任右玉县委书记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种树 1.3亿多棵，全县林木绿化率从新中国成

立之初的不到 0.3%增至 56%。右玉，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

群众以“初心”“恒心”铸就的绿色传奇。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6次

对“右玉精神”作出批示指示。

一个县的精神，一个省的动力。跑好转型的接力赛，离不开

“右玉精神”的激励。

新理念引领新境界。当下的山西转型清风扑面，广大干部

群众既有“直与天地争春回”的气概，更有久久为功的韧劲，向着

“十四五”转型发展奋进。

历史不是时间的简单累积。历史的乾坤，往往隐于具有

风向标意义的事件中。

一年前，即 2020年 5月，在全国战“疫”取得决定性战略成

果，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有序全面恢复的关键时期，在山西转

型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时隔 3 年再次到山西

考察调研。他勉励山西，要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迈出更大步

伐，早日蹚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在山西，以“转型”作出的历史标注，可追溯至“十一五”时

期。当时，告别“傻大黑粗”形象，已是山西干部群众共识。然

而，突破发展惯性之难，难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告别“惯

性思维”。

山西利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产业洗牌机遇，断然终结

“小煤矿”时代，大力度、大手笔做好煤炭资源大整合，为全省

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发挥主导、示范作用。

事实上，到 2012 年，山西煤焦冶电占规模以上工业达

83.1%，其中煤炭占比曾达到 61%，“一煤独大”的格局就此

形成。

新变化来自新理念。党的十八大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山西锚定目标，埋头苦干，改革创

新，努力蹚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三晋大地开始向新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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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小长假，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山西省总工会保障

部部长高卫青没有出城。长达 66公里的滨河自行车专用车道，

在“五一”当天正式开放。骑行徜徉汾河美景，让他生出感慨：

“良好的环境最能聚人聚财。”

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纵贯山西省6市45县，以全省27%
的水资源和25%的土地承载着全省近41%的人口和42%的GDP。

多年来，穿行在三晋大地的这条母亲河，经受着各种工业废

水与生活污水的污染。她就像一个晴雨表，忠实地记录着所经

之地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汾河流域治理攻坚战表面上是对一条河的生态修复与保

护，实际上是山西转型发展的一场攻坚战。

为全面实现汾河水污染治理的良好局面，山西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产，以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作为主抓手，环保部门与

公安联动，严厉打击水环境违法行为，对流域范围内水污染源进

行地毯式排查，分类整治违法排污企业。

山西各地不断加大河道水系系统整治改造力度，突出抓好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工程、人工湿地建设、工业集

聚区污水集中处理、沿河村镇生活污水治理等汾河流域重点工

程建设，以项目建设带动流域水质改善，实现汾河河道景观化、

河流生态化，让风光美起来。

汾河流经太原城区段 43 公里。穿城而过的汾河景观带长

达 33 公里，水域平均宽度 300 米，两岸景观绿地平均宽度 150
米，草坪、地被植物、水生植物达 345万平方米，鸟类从最初常见

的四五种增加至 156种，成为一座贯穿南北的绿色大公园。

与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同步，山西的

山川也日渐变绿，还走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互促双赢

的路子。

面对贫困集中区域和生态脆弱区域高度重合，如何把建设

绿水青山的过程变成群众增收脱贫的过程？

山西创新生态建设参与机制，通过组建造林合作社，联动实

施退耕还林奖补、造林绿化务工、森林管护就业、经济林提质增

效、林产业综合增收“五大项目”，建立稳定的带贫益贫机制，使

贫困群众真正成为生态建设的参与主体、受益主体，实现了生态

生计、增绿增收的有机统一。

据介绍，山西 58 个贫困县已组建造林合作社 3378 个，完成

造林 820.8万亩，带动 7万多名贫困社员人均增收 1.6万元。

从燃煤围城从燃煤围城，，到因绿而兴到因绿而兴

42岁的许艳平，曾是山西临县招贤镇的一名普通农妇。参

加“吕梁山护工”培训后，她的命运就此改写。从初级月嫂到金

牌月嫂，靠着淳朴勤劳的品质和精湛的业务，许艳平不仅自己过

上了好日子，还带领更多人走上了致富路。现在，她的家政公司

有 700 多个姐妹在全国各地当育儿嫂，100 多人走上了护工岗

位，解决了 100多户贫困户就业。

在引导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现异地转移就业工作中，山西全力

培育打造出阳高刺绣、广灵剪纸、浑州劳务、朔州编织、定襄法兰等

64个省级劳务品牌。对形成规模、产生良好带动效应的劳务品

牌，严格规范标准，依法登记注册，组建实体性劳务公司，实行企业

化经营管理，辐射带动全省劳务输出品牌区域化、产业化发展。

让贫困劳动力走出大山，吃上“技能饭”，正是山西“人人持

证、技能社会”全民技能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强调观念转型，牢固树立人才是

第一资源的理念，明确提出“在全社会树立技工是人才，而且是

不可或缺的人才的鲜明导向”，创造性地实施“人人持证、技能社

会”全民技能提升工程，将这项工程视为实现高质量转型的必然

选择。连续 3 年，省政府将“实施全民技能提升行动，培训百万

劳动者”作为省政府民生实事之一。

几年里，山西接连创下劳动者技能培训的 3个率先：率先在

全国发布地方《职业技能培训规范》；率先在全国举办省级职业

技能大赛；率先在全国开展职业农民生产技能评价。目前已累

计培训 350万人次，106万人取得各类技能证书。

今年 4月，山西再次发布超常规举措，出台“人人持证、技能

社会”建设提质增效系列新政策，如年内投入 20 亿元，培训 200
万人；大规模公开发放首批 10 亿元的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全

省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毕业生取得高级工、中级工证书人数

分别达到 10万人以上；完成 20万高素质农民取证任务等。山西

明确，到“十四五”末，全省持证人员总量要达到 1100万人以上，

届时将占全省总人口数量的近三分之一。

在转型发展实践中，山西各地各级将人才作为核心竞争力，

不断为人才搭建起干事创业的支撑系统。

从破茧成蝶从破茧成蝶，，到向新而生到向新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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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作为山西岢岚县易地扶贫搬迁的 8个集中
安置点之一，如今的宋家沟“人在画中游”。

宋家沟乡政府 供图

图②：大秦铁路万吨重载列车行驶在青山绿水之
间。 张炯 摄

图③：太钢集团以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毫
厘之间下足“绣花功夫”，图为质检人员在检验“笔尖
钢”钢丝的质量情况。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图④：在山西阳煤集团新元煤矿调度中心，大屏幕
上显示着我国首个煤矿井下5G网络的传输速率。

新华社记者 梁晓飞 摄

图⑤：锦绣太原城。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图⑥：汾河“彩带”映秀色。 李兆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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