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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两个持久”走向新的征程
——访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罗清宇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梁 婧

太原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是中国

北方军事、文化重镇，世界晋商都会。

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工业基地，党

的十八大以来，太原依托厚重历史文化

底蕴，加快了转型升级步伐，逐渐告别

“一煤独大”，在坚守生态红线，提升城

市颜值过程中，迎来新的锦绣前景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
来，太原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调研
山西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强化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果敢
应对挑战、善于攻坚克难，努力实现
党内政治生态持久的风清气正、经
济转型发展持久的强劲态势，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罗清宇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罗清宇介绍说，太原坚持国际视
野、一流标准，科学谋划城市发展定
位。与同济大学等国家级智库开展深
度战略合作，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接《太原都市区
规划（2016-2040）》，统筹空间规模

产业三大结构、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
节、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生产生
活生态三大布局，进一步明确城市发
展定位、方向、路径，不断提升在全省
的首位度、在全国的知名度。

罗清宇表示，太原坚持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扎实推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指示精
神，努力走好产业优、质量高、效益
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围绕建设山
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全力推进示范区建设，打
造全省转型发展强劲引擎。正确处
理“老饭碗”和“新饭碗”关系，统筹
部署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一手
抓传统优势产业改造提升，延长产
业链；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加快轨道交通装备国产化、智能手
机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风电和碳
纤维等重大转型项目建设。优化营
商环境，加大“放管服效”改革力度，
抓好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无审批
管理试点，努力打造新型政商关系。

罗清宇表示，太原要坚持绿色
发展、生态优先，切实补齐生态环境
短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扛起京津冀
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的政
治责任和工作责任，确立空气质量
改善优先原则，制定出台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措施“五十三
条”，扎实做好国家北方地区清洁供
暖试点工作，年底前完成348个农
村13.4万户的清洁供暖改造工程，

市区实现散煤清零，加快推进晋阳
湖的综合整治和汾河三期绿化美化
工程，打造总长30多公里的城市中
心亲水景观绿化长廊。

罗清宇表示，太原要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努力实现政治生态
持久的风清气正。坚持把抓好党建
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扛起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全面推动准则和条
例落实。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全面
推进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灵活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驰
而不息纠正“四风”。坚持新时期好
干部标准，确立鲜明的用人导向，严
肃查处诬告陷害等破坏政治生态的
行为，切实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
成果转化为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持
续动力。

作为一个土生土

长的太原人，我亲身

经历了太原这些年来

的变化：城中村改造、

道路改扩建、小街巷

改造、园林绿化、新建

停车位、免费公共自

行车等，这些都是我

们身边看得见、摸得

着的变化。这些变化

不但让太原“改头换

面”，也给百姓带来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太原曾经污染特别严重，尤其是空气质量特别差。

这几年太原的大街小巷变干净了，树木植被也越来越

多。以前出门眼前都是灰蒙蒙的，灰尘和霾要靠风吹散，

过去，大家常开玩笑说“好天气都是吹出来的”，现在的情

况跟以前正好相反：灰蒙蒙的天气少了，让人心情舒展的

有蓝天白云的日子多了。

让我感受最深的变化还是汾河两岸的改造。以前的

汾河两岸堆满了垃圾，河床上到处都是挖沙留下的大坑，

沿岸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河道，“母亲河”成

了臭水沟，每次路过汾河都感到特别痛心。现在的汾河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臭水沟变成了大花园，漫步汾河

两岸，水光粼粼、碧波荡漾，到处郁郁葱葱。依水而建的

汾河公园，在汾河两岸形成了宽百米、长几公里的绿色生

态长廊，现在已经成了我们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整理)

太原市民梁爱华：

城市越来越漂亮了

太原濒临汾河，三面环山，自古就有“锦绣
太原城”的美誉。这里是中国北方历史、文化重
镇，更是能源重镇。受益于煤，也受制于煤，“刮
起风来，一吹一头黑煤渣”的调侃道尽了太原人
的辛酸。“要保持环境良好发展，就必须擅做煤
‘减法’。”太原市委书记罗清宇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太原市委、市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按
照“一个指引、两手硬”的重大思路和要求，迎难
而上，砥砺前行。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太原提升了城市颜值，守住了
生态红线，迎来新的锦绣景象。

让天空蓝起来

太原是煤都，过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到
了冬季采暖期，数以万计的城中村土小燃煤采
暖锅炉“家家生火，户户冒烟”。如今，煤都不燃
煤，成了三晋大地的新鲜事。
“要让人民群众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必须

迈过冬季采暖期燃煤污染这道坎，必须大力削
减采暖期燃煤量，从改变燃料结构和能源结构
替代方式上寻求突破。”太原市环保局局长窦力
奋说。太原痛定思痛，将全市划为“禁煤区”，所
有生活用煤、农业生产用煤、商业活动用煤、企
事业单位用煤等全部由清洁能源替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太原更是拿出“铁”的决
心，“铁”的措施，对工业排放、扬尘污染和“散乱
污”的企业“铁腕治污”。太原列出了详细的任
务书、时间表，明确要求涉及大气污染排放的企
业，一律于2017年9月30日前关停取缔，年内
完成“散乱污”企业整治。

转型综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污染治理
带来重大利好，成为太原环境保护治标治本的
根本出路。在对落后产能的大浪淘沙中，太原
经济发展实现了浴火重生，新的发展理念生根
结果。

让出行绿起来

太原在绿色出行上有两张名片：一个是自

成体系的慢行系统——公共自行车，另一个是
全市8292辆传统出租车全部油气改电，成为一
座出租车纯电动化城市。

漫步在太原的大街小巷，你时常可以看到
骑着公共自行车出行的人们。橙红色的车身、
果绿色的“尾翼”，亮丽醒目。这也是太原市委、
市政府为百姓办的十件实事之一。自2012年
9月28日投入运营以来，5年间的民调结果均
显示，公共自行车是最受太原市民欢迎的民生
工程之一。

太原人的骑行热情有多高？请看这组数
据：全市主城区人口320万，截至2016年 6
月，公共自行车单日骑行量最高达56.85万人
次，日均使用量达40万人次，单车日周转率
最高达20.08次/车。太原公共自行车在全国
“骑”出了免费率、周转率、租用率、建设速
度四个第一。

绿色出行带来的生态账同样体现在纯电动
出租车上。据测算，通过更换纯电动车，全市
8292辆出租车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0万
吨、碳氢化合物2451吨、氮氧化物3478吨。

绿色出行对电力的需求巨大，打造“煤
—电—车”的产业链至关重要。目前，坐落
在太原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项目已
开始试生产，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40 亿元，
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5000辆纯电动
客车、5000辆纯电动专用车和2000辆工矿
作业车的生产能力，届时绿色出行将更加
普及。

让母亲河靓起来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然而，前些年提起
她，人们的第一印象竟变为污染和干枯。

为了让千年不息的汾河免遭断流的危险，
为了重现“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美景，太原近年
来大力实施汾河流域生态治理修复保护工程，
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形成了三位一体、三管齐

下、综合施策、系统推进治理措施，目前按照试
点先行、标本兼治、力求实效的原则，启动了一
批生态修复重点项目建设。

如今，碧波荡漾、甘甜芬芳的汾河水，不仅
一如既往流进省城太原的千家万户和大小工
厂，为400多万市民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和生
活用水，同时汾河公园也成为太原市城市面貌
的一大亮点和市民休闲娱乐的极好场所。“放眼
轻舟悠远处，高楼倒映万千家。”在太原市民眼
中，汾河就像城市顾盼生辉的眼睛，又像一条闪
闪发光的飘带，因为汾河公园的存在，太原市民
的幸福指数提升了一大截。

龙城太原正以绿色发展的新姿态迎接十九
大的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