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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源，一个历史悠久、钟灵毓秀，让

人向往的好地方，境内的北岳恒山景区

更是一张享誉全国的靓丽名片。

　　名山大川、文化遗存、矿产资

源……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禀赋。但

曾经的粗放式发展，并未让这些宝藏物

尽其用，浑源甚至一度戴着贫困的“帽

子”。自脱贫攻坚战打响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彻底改变了浑源

的贫困局面，不但如期实现了脱贫摘

帽，而且形成了举文化生态牌、建特色

休闲城、走旅游康养路的特色发展

路径。

　　如今，放眼恒山脚下的北岳大地，

神溪景秀、寺塔威严、州衙壮观；环顾县

城内，明清街巷、民国商号、大院民居、

黄芪文化园、文化广场等能够展示浑源

地域文化的地标承载物已鳞次栉比。

　　古城复兴，营造休闲度假慢
旅地
　　端午假期，在太原工作的穆斯俊相

约几位好友及其家人，在浑源县进行了

两天半的旅游度假行。“受疫情影响，

没有出省。网上看到今年春节期间，经

过多年建设打造的浑源州署开‘衙’迎

客，就来了。”穆斯俊告诉记者，住在这

里有一种时空穿越和与文化对话的感

觉，在全国也不多见。

　　浑源县委书记高莹告诉记者，浑源

州署是浑源古城文化的重要承载物，定

位为辽、金、元文化背景下“聆听浑源文

脉、感观浑源文化、体验州署文化”的文

旅项目，不仅展示着明清州衙建筑形制

布局，也展示着非遗、饮食、军事、商贾、

民俗等浑源诸多文化元素。

　　行走在古城内，不时会见到“钉绱

鞋”“大碗茶”“货郎担”“推碾子”“吹粮

麸”等特色人物铜塑像，这些依照民国

年间浑源传统手工艺人形象设计的铜

塑像，吸引游客驻足拍摄。“十步一廊、

百步一景”，就连路灯、墙砖、地砖、商店

牌匾和街巷楹联等细微处，都体现着浑

源厚重的文化底蕴。这些被赋予厚重

文化的文旅地标，与古城内永安寺、圆

觉寺、文庙、栗毓美陵园等“国保级”经

典古建连点成片，让古城内多元的建筑

文化、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恢弘交错。

　　坚持“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发

展思路，恢复 21 座复古建筑和构筑物，

修复古建筑 160 多座，修缮清代民居建

筑群落麻家大院等传统民居，古城风貌

初见端倪。“浑源县倾力将历史街区打

造成为游、购、娱一体式旅游目的地，使

其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实

现文旅融合，让浑源古城与北岳恒山、

悬空寺两大景区南北呼应，打造城市慢

旅的新热点。”该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晋红涛说。

　　项目承载，文旅牵引一二三
产融合

　　在县城西，一处占地 32 亩，总投资

8000 万元，总建筑面积 11000 多平方米

的建筑物是黄芪文化园，已对外开放。

黄芪博物馆和黄芪加工互动展销区，以

图文并茂、历史记录与实物相映、视频

和解说互补等形式，依次展现出恒山黄

芪的独特魅力。

　　“黄芪文化园就像是浑源黄芪产业

链的中枢大脑，又像是全县特色品牌产

业商贸与文化的集聚地。其中，博物馆

展示区和销售区，已经成为‘游浑源购

特产’的首选地。”该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郝希涛告诉记者，依托黄芪文化园，

浑源县丰富黄芪产业体系，做大做强特

色农业品牌，在增强产品竞争力上积极

向文旅产业汇集，不断提升产品价值，

实现种(养)得出、卖得好。“黄芪文化园

的旁边，浑源凉粉文化园主体已经完

工，建成后又是一个农文旅融合的好平

台。”郝希涛说。

　　 2021 年，浑源县总投资 5 亿余元

的全域旅游服务中心项目开工建设；总

投资 3.7 亿元的神溪湿地公园 PPP 项

目完成投资 8000 余万元；总投资 2.3 亿

元的柳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顺利动工；

总投资 1.59 亿元的汤头温泉疗养院改

造一期工程正在完善设计；总投资 1.75

亿元的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建设完成

39.48 公里，完成投资 1.1 亿元……

　　今年以来，浑源县大力推进北岳恒

山 5A 级景区创建，围绕 29 处文保单位

积极创建 A 级旅游景区，加快推进总

里程 34.84 公里的 5 个一号旅游公路建

设，推动景区景点集中开发、组团发

展。浑源县县长赵昱清说，通过树立

“旅游+”和“+旅游”理念，不断加快旅游

与文化、生态、农业、工业、体育等领域

融合发展，全县已经形成游山、玩水、品

文、赏景多业态旅游体系。

　　按照产业集聚、协同发展的原则，

该县加快构建以县城为中心，神溪、汤

头、千佛岭等为支撑点的康养产业规划

布局，相继推进县城 10.54 万平方米棚

改项目建设，实施了 14 个老旧小区改

造。与此同时，大力实施道路畅通工

程，实现了新老城区贯通畅通，古城交

通环线整体改造提升，城市文化大道、

城市景观大道的高标准绿化、美化、亮

化。特别是统筹县城与中心集镇建设

发展，形成了永安、西坊城、王庄堡等多

个特色鲜明、功能强劲的小城镇。

　　搬出大山，幸福日子越过
越甜
　　思源社区是浑源县易地扶贫搬迁

最大的集中安置点，距离县城开车只有

十分钟的路程。社区共有住宅楼 120

栋，安置着 7 个乡镇 31 个行政村 6192

户 16066 人。

　　走进思源社区，只见绿树成荫，道

路整洁，楼房新颖别致；一处处凉亭、景

观长廊内，老人们下着象棋、聊着天；大

大小小的健身广场里，小孩子们嬉笑着

打闹着，一幅幅和谐安居的画面时时映

入眼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党建书

吧、红色氧吧、爱心超市、卫生所、服务

港湾等 13 个功能室为居民开展全天候

便民服务。

　　“确保搬迁的党员和群众学习交流

有阵地、文体活动有场所、生活购物有

去处、健康安全有保障。”思源社区党

工委书记王兴中自豪地说，社区最大的

亮点是，确保搬迁群众就业有渠道，增

收致富有门路。比如，社区实施的“三

助三促”措施，通过助技能、促就业，助

培训、促创业，助项目、促宣传。从职业

技能培训到开发公益岗位、组织对口岗

位招聘，多措并举，已有 1800 多人实现

稳定就业。

　　“平均月工资 1800 元，上班就在家

门口，啥都不耽误。”48 岁的闫金梅是

思源社区的居民，在社区物业工作。她

说，“以前在家只能靠种地，收入也不

多，现在楼上居住、楼下就业，晚上还可

以去跳广场舞，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大磁窑镇骆驼界村搬迁户赵公宴

分到的楼房内，家具、电器一应俱全。

看着自家 60 平方米的房子，61 岁的赵

公宴说：“现在好了，打工回来也有个住

处。”搬出来后收入怎么样？老人说：

“土地流转有收入，拆除宅基地还拿到

了政府的补贴款。我们原来是贫困户，

现在成了城里人，自己都不敢想能过上

这么好的日子。” (摘自《山西日报》)

　　盛夏的细河迎来了一年里

最热闹的时候。这条穿越辽宁

省沈阳市重要工业区的昔日排

污河，如今经过综合整治，成为

城市景观带，大量市民假日里

来此纳凉、避暑。

　　“真是没想到，几年前，这

还是条臭水沟，别说遛弯，路过

都要捂鼻子。”在沈阳市铁西

区生活了 10 多年的王展说。

　　全长 87.1 公里的细河是沈

阳市的纳污河，其中有 63.9 公

里流经有“东方鲁尔”之称的铁

西区，由于流域内重污染企业

多，导致细河水体长期受到严

重污染，曾被称为沈阳的“龙须

沟”。

　　细河上游一段为修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用于工业和生

活污水排放的卫工明渠，位于

老铁西区；下游则穿过承接老

铁西工业企业转移的新工业

区———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园，沿岸遍布大大小小几百家

工业企业。

　　“细河‘蝶变’是铁西区践

行新发展理念，全面谋划转型

振兴，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具体实践。”铁西区委书记郭

忠孝说，铁西区自 2017 年开

始，累计投入 12 亿元对细河进

行综合治理，让这条工业之河、

排污之河，变成了生态之河、文

化之河。

　　细河综合治理工作启动以

来，铁西区成立了以区委书记、

区长任组长的专班，全面对细

河开展排污口溯源排查，大力

封堵、拆除违法排污口，沿线设

置了 16 个监测断面，每半月监

测一次水质……

　　沈阳市对细河治理进行了

全面部署。污水处理厂升级、

河底全面清淤、河道封育治理

等措施多管齐下，一系列治理

“组合拳”打出后，细河水质不

断好转，两岸环境持续优化。

　　如今的卫工明渠两侧，商

圈、公园遍布，河中碧波荡漾，

河岸绿树掩映，休闲步道沿河

延伸。老区西南侧的沈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一排排新工厂在

进行数字化、低碳化改造，污水

必须接入污水处理厂后方可

排放。

　　“我们还根据每家企业产

生污水的不同特点，‘一企一

策’制定污水治理方案。”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张尔思说，污水经企业自

身处理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已基本稳定达

到一级 A 入河标准。目前，细河水质也由 2017

年的劣Ⅴ类水质达到了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

　　清凉的中央喷泉、有着超大滑梯的天鹅堡、

可爱的绿色小熊景观……在治理后的细河 U 谷

公园，蜿蜒曲折的河岸边，许多人搭起帐篷，享受

慢生活，偶尔还有水鸟到此栖息。

　　“我们把治理后的细河称为‘文化之河’，因

为它记录了一个老工业区的振兴发展历程。”郭

忠孝说。 (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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