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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團第一站來到太原，提到太原，山西省委
常委、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告訴記者，太原「底
子」很好，擁「兩山一河」，自古有「錦繡太原城」
之稱，但過去也走了一點彎路，煤、焦、冶等產
業所佔比重達70%。現在太原進入轉型期，正向
高端與節能減排邁進，同時也在民生、社會事業
上加大投入。太原市「十二五」期間將引入高端
裝備製造業、節能環保業，實現產業升級和發展
方式的根本轉變，全力打造現代宜居城市。

記者「吃醋」力倡銷香港
陳川平希望通過香港媒體對太原的報道，讓更

多香港及海外人士了解太原、喜歡太原。他表
示，歡迎香港及海內外的企業家來山西、來太原
尋求合作，投資興業。
採訪團一行赴太原鋼鐵集團、羅克佳華等企業

進行採訪，在車間、廠房，詳細了解各項工藝流
程。來到山西老陳醋集團，記者們饒有興趣的參
觀了食醋的蒸、酵、熏、淋、曬等釀造工藝，
「走，都跟㠥吃醋去」！在品嚐了多種美醋後，有
記者戲稱，這次來太原真學會了「吃醋」，並建議
將山西醋推向香港及海外。
在晉祠博物院，記者們在聖母殿內、唐太宗

「御碑」前久久觀瞻，驚歎於世界上最古老的立交
橋—「魚沼飛梁」的巧奪天工，對山西厚重的歷
史文化、先唐遺風的獨特魅力讚歎不已。

呂梁嚐汾酒 均讚味道好
採訪團一行前往位於呂梁市的汾酒集團採訪，

還未進酒廠，一陣陣酒香就迎面撲來，一行人深
入酒窖，實地了解汾酒的製作工藝，體會這一中
國「白酒之都」的魅力。在汾酒博物館內，當大

家看到「山西高粱汾酒」在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
覽會上榮獲甲等大獎章時，都很激動，紛紛拿起
酒杯品嚐唐代詩人杜牧筆下的杏花美酒，「汾酒
味道真好哦，清香純正、韻味十足」，有媒體高層
建議汾酒集團加大推介，走進香港，走向海外。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
麼？大槐樹下老顴窩」。位於臨汾市洪洞縣的大槐樹明
代遷民遺址，幾個世紀以來，被當作「家」，稱做
「祖」，看作「根」，成為億萬人心目中的故鄉。

採訪團一行懷㠥崇敬的心情，緩緩地走在祭祀園區，
邊問邊記，詳細了解移民歷史，品味臨汾深厚底蘊的歷
史文化。在供奉祖先牌位大廳中，仔細尋找㠥自己的姓
氏，當聽到介紹說，當年移民時，官兵用刀在每人的小
趾甲上切一刀為記。至今凡大槐樹移民後裔的小趾甲都
是複形（兩瓣），眾多記者都感慨道，「哦，我也來自
這裡呀」。
據介紹，明洪武至永樂十五年間，在大槐樹下進行了

18次大規模的移民，屢移山西民於京、冀、豫、魯、
皖、蘇等十餘省市，500多個縣市。六百多年來，移民
子孫繁衍遍佈全國各地，輾轉遷徙海內外，移民子孫數
以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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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治是太行山麓的
一座園林城市，也是
華北地區的綠色之
城。採訪團一行在這
裡體會到別處少有的
安逸、寧靜，正如該
市市長張保所言，長
治已成為國家衛生城
市、園林城市，其山水，南北兼容，剛柔相濟，真可謂坐山
水秀麗之勝，擁文化昌盛之富。
張保表示，長治市擁有底蘊深厚的歷史文化，「上黨」是

華夏文明的最早發祥地，至今仍保留㠥許多中華民族的文化
精粹，境內壯美風光與歷代古物交相輝映，呈現出獨特的文
化神韻。近年來長治經濟社會得到長足發展，正全力向山西
省一流新區邁進。
採訪團一行先後參觀了城市建設、康園中學和城市濕地公

園，每到一處，記者們都會架起「長槍短炮」，留下精彩瞬
間。採訪團還專程到武鄉縣瞻仰了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在莊
重的氣氛中，成員們就像又走入那段烽火歲月裡，每個人都
經受了一次精神洗禮。

長治山水秀麗 歷史文化深厚

提及忻州，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要
說起五台山，幾乎是眾人皆知，五台山就
位於忻州市的東北部。
作為一個資源富區，忻州是中國的「小

雜糧王國」、「煤鐵之鄉」。忻州旅遊資源
尤其豐富，五台山佛教古建文化旅遊區與
代縣雁門關邊塞古戰文化區、河曲保德偏
關黃河風情旅遊區等到共同構成忻州五大
特色旅遊區，有㠥「忻州山水關，京津後
花園」的美稱。

打造「五個五台山」
採訪團一行來到「智慧第一」的文殊菩

薩道場—五台山，參觀訪問了黃廟之首
—菩薩頂，寺廟鼻祖—顯通寺、五台山
標誌—大白塔等名剎，在觀賞了其它歷
代修造的鱗次櫛比的寺廟、佛塔、殿宇、
雕塑、石刻、壁畫後，五台山高僧還為採
訪團成員誦經祈福。聽聞佛樂聲聲，梵音

陣陣，看到佛教徒虔誠禮佛，親身感受到
了這一佛國世界的勝境。當得知五台山已
是世界文化遺產、國家5A級景區時，大家
都表示不虛此行。
正如五台縣委書記王繼明所言，五台山

不只是忻州的五台山、山西的五台山，還
是世界的五台山，現在正全力打造國際、
人文、風光、休閒、會展的「五個五台
山」，要讓世界的目光聚集這裡。

4月 24日至30日，香港知名媒體採訪團對
山西進行為期一周採訪考察，先後深

入到太原、呂梁、臨汾、長治、忻州、大同等7
市，從南到北遍訪根祖文化、晉商文化、佛教
文化，採訪山西在轉型、跨越、發展中的新舉
措和新成就，切身感受到各地的特色、亮點及
現代化發展成就與煥然一新的城鄉風貌。記者
們發現，山西正在逐漸重現好風光。

構築現代產業大省
採訪團此次赴晉，旨在採寫山西魅力風采，

促進晉港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山西省委書記
袁純清、省長王君等省領導歡迎採訪團來晉採
訪，高度評價了香港媒體長久以來對山西經濟
社會發展的關注與支持，並對山西「十二五」
轉型跨越發展做了精闢闡述。

袁純清說，山西作為產煤大省為全國經濟做
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目前全國4,000多間電廠
賴以生存的煤均來自山西。山西的優勢在煤，
潛力和希望也在煤。山西要以煤為基，以煤興
產，以煤興業，多元發展，實現由煤炭大省向
以煤為基的現代產業大省的跨越，實現由單一
煤電「基地」向立體能源「中心」的轉變。通
過實施「綠化山西、氣化山西、淨化山西、健
康山西」等一系列工程，「十二五」期間將
「再造一個新山西」，山西煥然一新的形象正在
向全世界展現。
王君深有體會地告訴記者，此前山西全省進

行的「煤炭資源整合，煤礦兼併重組」，把原有
的2,600座礦井減少到1,053座，辦礦主體由2,200
多個減少到130個，高達九成礦井實現機械化、
信息化開採和管理。

去年全省煤炭生產百萬噸死亡率下降至
0.187，今年第一季度更降至約0.09，安全形式明
顯好轉。山西將會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優化
對外開放環境，拓展對外開放領域，充分發揮
山西的優勢，加強對外合作。

歷史文化資源豐厚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當然更值得讓人稱讚

的，山西還是中國的文化大省和能源大省，歷
史文化資源相當豐厚，現存各類古建築、彩
塑、壁畫均居全國第一；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就有270餘處，數量列全國首位。
而作為能源大省，曾經「百億噸煤炭獻祖

國」。山西現在視野不單是挖煤、向外輸煤，而
是以煤為基，不斷延伸煤炭產業鏈，推進循環
經濟，走低碳經濟發展、轉型跨越之路。

「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

穀香」，這首傳唱大江南北的歌，

曾是對山西最美的讚譽。然而，曾

幾何時，外界對山西的看法變了，

提及山西，人們首先會想到的是黑

色、礦難，是土焦爐上排出的滾滾

濃煙，是屢屢被曝光的重度污染；

是地方封閉、思想保守、發展滯後

⋯⋯

誠然，山西在以往發展過程中確

實走過一些彎路，其經濟實力也曾

與全國平均水平拉大、甚至付出過

沉重的生命代價與環境代價。但山

西作為中國復興大戰略棋盤上一隻

位居中路、蓄勢待發的棋子，是不

會荒廢、埋沒的，它的發展潛力正

在不斷突顯，在當今的知識經濟大

潮中，山西必會厚積薄發、鳳凰涅

槃、真正騰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郎宏偉

太原全力打造現代宜居城市

大同一直以「煤都」示人，其實它是一座集歷史文化名
城與能源重化工基地於一身的多元城市，採訪團一行對此
有㠥濃厚興趣，大同市委書記豐立祥、市長耿彥波向記者
們闡述了大同當今及未來的走向發展。

建設新大同 兼容古今文明
作為古都，大同在歷史上曾是北魏京師、遼金陪都、明

清重鎮，世界文化遺產雲岡石窟，國內唯一保存的佛道儒
三教合一的懸空寺等文物古跡均在大同境內。
豐立祥說，現在大同正全力實施城市再造工程，努力建

設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的新大同，打造轉型跨越
發展的大平台，實施古城保護與修復工程，最具魅力的特
色城市已初現規模，大同將由古都走向文化之都。
當前，全市正緊緊圍繞把大同建成京津冀內蒙古區域性

現代化大城市、山西面向京津地區對外開放的橋頭堡，再
造一個新大同的目標，堅持走「轉型發展、綠色崛起」新
路，㠥力推進產業轉型，努力構建多元化的產業支撐體
系，實現由煤都向綠色之都的轉變。

抓七大產業 創造特色城市
大同市長耿彥波接受記者採訪表示，「十二五」期間，

大同要「打好文化牌，走出轉型路，創造特色城。」利用
好文化遺產資源，做文化大文章。走出最切合大同實際情
況的轉型路，抓好七個千億元產業板塊，即裝備製造產業
板塊、清潔能源產業板塊、新能源產業板塊、新型化工產
業板塊、三三組合(醫藥、建材、冶金各300多億元)產業板
塊、現代物流產業板塊、煤炭電力產業板塊。同時要認真
謀劃、規劃城市發展戰略和特色，創造中國特色城市。
耿彥波說，大同「十二五」要實現經濟總量翻番，再造

一個新大同，這是大同的城市宣言，對此他充滿信心。

—香港媒體採訪團體味三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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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高僧 為採訪團誦經祈福

■長治境內巍巍太行山風采。

■港媒採訪團在太原鋼鐵集團採訪。

■香港媒體採訪團一行在武
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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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團一行為晉祠宋代大鐵人所吸引。

■世界文
化遺產—
大同雲岡
石窟。

■五台山塔院寺中虔誠的佛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