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牺盟会新军纪念馆游人如织 新店镇徐阳村房车展

千泉湖国家湿地公园白沙滩一角

新店镇大端村水磨头漂流游 杨安乡瓮城山生态游

定昌镇下曲峪水上冲关欢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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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且境内水资源极其丰富，拥有大

小河流 126 条、泉水 270 多处，是全国绿化模范县、北方水城国家

水利风景区、中国最佳休闲小城、千泉湖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家

优势农产品示范基地县，县内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 4 处，
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多达 30 处，红色、古色、绿色等旅游资源

异常丰富。

针对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沁县把旅游业作为强县富民

“六条路径”之一来培育，明确提出了以开发精品景点、精品
线路为载体，打造休闲养生旅游度假胜地的发展战略，全力构

建“一区一节五线十园”的旅游发展新格局，“一区”，即抓

好北方水城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建设。“一节”，即搞好端午文
化民俗节活动，不断提升其山西“四大节庆活动”之一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五线”即：“五条特色精品线路”。一是以小

东岭八路军总部旧址、牺盟会决死队纪念馆、新华日报社旧址
等革命纪念地为主的红色旅游线路；二是以千泉湖国家级湿地

公园、漳河源头、玉华山、二郎山省级国家森林公园等生态休

闲为主的绿色旅游线路；三是以北魏石刻、吴王典故里、中国象
棋发源地、大云院、普照寺等历史文物和民间传说为主的古色

旅游线路；四是以水上垂钓、休闲、运动、娱乐等项目为主的水旅

游线路；五是以花果采摘、农事体验、农耕文化、田园度假、庄园

观光、休闲养生为主的乡村旅游线路。“十园”，即以十湖为重
点开发的“十大游园”：西湖动漫水世界乐园、北海水上运动乐

园、南湖文化创意产业园、莱茵湖郡休闲度假庄园、景村湖佛塔
宗教园、东湖生态农庄采摘园、千女湖长寿养生园、月岭湖名人

廉政文化园、徐阳湖天然氧吧生态园、瘦西湖沙滩酒吧风情园。

为扎实推进旅游开发，沁县紧抓项目建设不放松，不断加大

投资力度，旅游产业发展进入一个井喷期。大云院、普照寺、漳河
神庙、小东岭东路军会议旧址整修项目及沁州三弦书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展演中心建设全部完成，南湖文化园、千泉湖国家级

水利风景区、洪教院修复等一批重点项目先后竣工，莱茵湖郡、
玉华山森林公园、二郎山森林公园、南涅水石刻馆等旅游景点雏

形初现。

今年，借助全省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全市整合打造太行山生态红

色旅游品牌的契机，沁县积极申报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县，深入推进“一区一节五线十园”

旅游开发工程，在项目包装、线路优化、产品创新、景区打造等方面下功夫，并制定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规划，通过 PPP 等方式，整体包装生态游、红色游、水上游、民俗游等具有沁县特色的

旅游开发项目。突出发展生态游。推进沁县生态旅游景点综合开发、二郎山医养健康旅游示范

区等项目建设。特别抓紧实施 208 国道至南涅水石刻馆的旅游公路建设，同步实施南涅水石刻
名胜风景区提档升级工程，新建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步行道、无线宽带等基础设

施，打造一流旅游景区。并加快发展乡村游。编制完成《沁县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继续完善下曲

峪、徐阳、杨安瓮城山、景村为重点的乡村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打造岭头、大端、南涅水等一
批新的乡村旅游示范村，以点连线，推出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进一步掀起乡村旅游热潮。

沁县县委、县政府“六条路径”结出了全国最大的 25 万亩最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丰硕之果，
年产有机小米、玉米、薯类、豆类、核桃、蔬菜、桑葚茶、东方木酒 3.5 万吨，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
粮菜生产基地，并在长治检验检疫局的强力助推下，披上“国字号”战袍，已走向俄罗斯、加拿大、
意大利、韩国等国际市场和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二线城市。

依托水土生态优势 特色农业异军突起

近年来，沁县乘坐全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市高铁，以攻坚致胜的干劲、精

准锻铸的作风，沿着市委、市政府为沁县指定的“走好发展现代农业路径”的航

线，以“六条路径”为统领，以“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为载体，一路乘

风破浪、扬帆前行，给了世人“安全食品在沁县，有机环境在沁县，健康养生去
沁县，舒心长寿到沁县”爽朗的回答和承诺！

沁县坚持科学发展的五大自然资源论：坐标黄金带、环境没污染、地貌丘

陵缓冲带、土壤无农残、水质天然纯净水五大自然资源优势，探索出了一条与

国家有机农产品生产产地标准条件的恰逢通道，在此基础上，精准定位精准发
力：建立了十二大保障体系，186 项运行操作规程，396 项对点对标工作，坚持

以国家有机标准为准绳，以防污治污、提升生态为根本，以杜绝违禁物品投入

为底线，以检测检验指标限值为判定，以过程常态管理监督为标尺，以是否获
得有机证书为标志，系统而全面地开展了“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创建工

作，开启了具有沁县四大标志的现代农业新征程：

一是获得了国家级多个品牌。沁县先后获得了国家质检总局命名的“国家

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发改委等 11 个部委命名的“国家生

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国家林业局命名的“国家级千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国

家农业部命名的“沁州黄国家原产地保护产品”、“沁州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沁州黄小米种植系统入选 2016 年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全国绿化模

范县”。
同时，国家认监委和有机食品发展中心把沁县纳入了人才培育范围，开通

了专家咨询热线，沁县已有 21 人次参加了国家四期专题培训班。

二是结缘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韩国等国际市场和三个一线城市的有
机食品销售商：全县 19 个单位认证的 250344 亩有机基地和小米、玉米、蔬菜、

薯类、豆类、核桃、桑葚茶、桑葚酒 8 大类 34 个品种在国家认监委网站、有机食

品网站、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网站、国家有机运动联盟网站以及新华网、人民网
和报纸、新闻媒体上的频频展示，使得沁县有机品牌广为传播，引来了俄罗斯、

加拿大、意大利、韩国等国际市场和三个一线城市的有机农产品经销商，形成

了合作意向：一个是全国最大的有机食品经销商，北京湖西岛有机产业集团两

次前来考察，意向销售沁县的有机产品；第二个是广州新联盟食品公司和美和
居公司已经与次村常庆公司达成协议，68600 斤有机小米和有机红薯已经在广

州进行试运营；第三个是众智力成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与杨安乡签订了
30381.9 亩的有机农产品种植协议，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三是促使沁县农业步入了“供给侧改革”轨道。沁县创建“国家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县”的发展定位，与省、市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特
色现代农业增效工程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有机农业的国家标准和本来属

性，在沁县完全符合，发展高效益的有机农业产业，做到了“人无我有、人

有我新、人新我特”。

四是展示出了充满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现代化气息的“红黄绿白黑的五彩
沁州”新风貌：“沁州黄”是中国名米的“沁州黄”小米和玉米、胡萝卜、黄牛产

业，“沁州绿”是冲出国门的“沁州绿”蔬菜和桑葚茶、中药材产业，“沁州红”是

获得国际金奖的东方木酒和油用牡丹、红薯、高粱产业，“沁州白”是不加任何
添加剂的山西面食石磨小麦面粉和食用菌、鲤鱼、肉羊产业，“沁州黑”是吃中

草药、喝矿泉水的黑土猪和黑木耳产业。

这四大标志性的特征，使得沁县迎来了运用优势自然资源的美好生态环

境，产出了有机名牌产品，引来了高端食品市场，进而向高端人群向往的养

生健康家园进发的“环境 + 美食 + 舒心 + 养生 + 人气”的标杆胜地建设发展

的新时期。

荫国家有机产品认证创建示范县

荫全国绿化模范县

荫北方水城国家水利风景区

荫中国最佳休闲小城

荫千泉湖国家级湿地公园

荫中国曲艺之乡、曲艺创作基地

荫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荫沁州黄小米种植系统入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

荫沁州黄小米成为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

荫沁园春矿泉水水源地入选全国优水地图

荫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

荫沁州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月 日，市委书记席小军参加沁县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环境是最优质的资源，生态是最宝贵的财富。沁县天蓝水美、空气清新、风
光无限，发展现代农业地利人和，发展旅游产业得天独厚。沁县要立足良好基础和比较优势，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向高效优质、绿色特色农
业要效益，着力打造全县域无公害农业基地；要解放思想、对标一流，努力打造具有高标准、高水平、高品位的一流休闲旅游胜地。席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进一步坚定了沁县发展的路径和方向，进一步坚定了沁县发展有机农业、特色农业和休闲旅游业的信心和决心，沁县将全面深化“双改”，进一步引深

“六条路径”，在“北方水城美丽沁州”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绩，给市委市政府和沁县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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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人文环境优势 休闲旅游产业节节升高

第八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开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