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治市情简介

长治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辖 4 区 8 县和 1 个国家级

高新技术开发区，总面积 1.39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18

万。2022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805 亿元、增长 7.2%，

总量和增速均为全省第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0.5 亿元、

增长 38.6%，增速创近 15 年之最，在中部 87 个地级以上城

市中（含 6 个省会城市）排第 10 位。

这里是中国神话之乡。

距今 1 万年前，古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进化昌盛，

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神农尝草等

诸多上古神话均发源于此，其发轫之原始、密度之集中、

内容之详备、流传之久远、印证遗存之丰富，为全国其他

地区无法比拟和取代。《山海经》记载“发鸠之山，漳水出

焉”，发鸠山就在长子境内，山下有泉，为浊漳之南源。

《准南子》记载“羿射九乌于三峻之山”，尊羿神于三峻，

三峻山即在屯留境内，现在为“老爷山”，全市现有 40 余

处三峻庙或护国灵贶王庙祭祀羿神。北宋《太平寰宇记》



记载“百谷山与太行、王屋皆连，昔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于

此，因名山建庙”，百谷山即老顶山，神农氏在这里完成了

从游牧到定居、从渔猎到农耕的重大历史转折，开创了农

耕文明。2006 年中央电视台评选中国十大魅力城市，高度

赞誉长治“奢侈地拥有那么多中国史前传说版权”。

这里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院。

全市共有古建筑 3500 余处，几乎村村都有古建。有

2000 多处古代建筑经唐至清，历七朝而不断，展示了近千

年来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演变序列，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

古建筑编年体史书，在全国具有唯一性。元代以前木构建

筑就有 189 座，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且珍品、孤例众多。

平顺县天台庵是全国仅存的 4 处唐代木构建筑之一；龙门

寺是中国唯一一处集五代至清代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古建筑

群；大云院的弥陀殿壁画是我国古代寺观壁画中仅存的五

代时期作品；长子县法兴寺十二圆觉像和崇庆寺十八罗汉

像，被专家誉为“宋塑之冠”“东方彩塑一绝”；潞州观音

堂的明代悬塑集儒、释、道三教于一身，被誉为“海内悬

塑之冠，明代悬塑珍品”。

这里是中国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展示区。



1937 年 9 月，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八路军总部、中

共中央北方局等 150 多个党政军机构在长治驻扎，朱德、

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建立了太

行、太岳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党历史沿革最久、最巩固的

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最可靠的兵员补充、休整训练、后

方供应基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太行军民在这里开展了政治、

军事、文化、经济斗争的伟大实践。政治方面，共产党在

长治领导建设了一大批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选举制、三

三制等各种尝试，实施了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政策，颁

布了土地使用、劳工保护、婚烟、贸易等法令条例，并通

过“长江支队”选派干部南下，将老区政权建设经验推广

到全国。军事方面，很多著名战役在这里打响，有战损比

最小的黄崖洞保卫战（敌我伤亡 6：1）、歼敌最多的长乐之

战（歼敌 2200 人）、最残酷的战斗关家垴之战、最长的围

困战沁源围困战（围困三年没出一个汉奸，1945 年解放日

报专门发表社论《向沁源人民致敬》)、最经典的战役神头

岭伏击战（被写入西点军校案例)；“上党战役”打响解放

战争第一枪，长治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第一座城市。

文化方面，《新华日报》等一大批中央刊物在长治创刊；国



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四所大学发轫于长治。经济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冀南银行，是根据地银行中货币使用

范围最广、币值最稳定、制度最健全的红色银行，被誉为

“新中国金融的摇篮”。革命战争时期，仅 136 万人的长治

市，就有 12 万人参军，46 万人参战，17 万人为国捐躯，

孕育了以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太

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全市登记的革命文物 843 处，省级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67

处，数量均为全省第一。

这里是中国太行风光揽胜处。

人说山西好风光，长治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八百里

太行最美的风光在长治展现，最高的脊梁在长治挺起，最

厚重的文化在长治沉淀。

风景这边独好。有 5A 级景区“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

一的八 泉峡，以及板山、通天峡、太行水乡、太行溶洞、

天脊山等众多自然风景区。太岳山作为太行山的分支，低

海拔植被茂盛、牧草丰美；中海拔有华北地区极为罕见的

花坡亚高山草甸；高海拔有侧柏、油松等原始森林，以及

与“塞罕坝”比肩的华北最大落叶松人工林芊林背。长治



人民的母亲河一浊漳河三源汇聚，逶迤东去，八百里浊漳，

美丽的画廊天工凿成。以山路为经线，以河流为纬线，串

点成景，连珠成线，一幅全景太行山水图呈现眼前。

人文之光璀璨。东汉末年，曹操北征高干，写下吟咏

太行的开山之作《苦寒行》；东晋高僧法显 62 岁前往西域

求经，比唐玄奘早 228 年，鲁迅先生评价为“舍身求法、

中国脊梁”；唐玄宗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在这里初创“梨

园教坊”，千年梨园从这里肇始；北宋文学家苏轼留下了

“上党从来天下脊”的千古名句。毛主席曾说，“太行山、

太岳山的中间，有个脚盆，就是上党盆地。在那个脚盆里，

有鱼有肉。”被太行、太岳环抱的上党盆地，2800 平方公里

的沃土良田孕育了最早的农业文明，养育了一代代勤劳质

朴的上党儿女，形成了以炎帝、女娲为代表的始祖文化，

以煤铁、瓷器、潞丝潞绸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以二仙信仰、

崔府君信仰、李卫公信仰为代表的祭祀文化，以迎神赛社

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等，是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精神一脉相承。70 多年来，伟大的太行精神一直激励

着老区人民奋勇前行，涌现出了李顺达、申纪兰等全国劳

动模范。平顺人民为了走出大山，十五年如一日，硬是在



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长达 1500 多米的“太行天路”。壶

关县是典型的干石山区，面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全县干部

群众搬走石头栽树、垒起石墙护林，修起了 3500 公里的森

林防护墙，被吉尼斯总部确认为世界最长的森林防护墙。

这里是中国康养福地。

气候得天独厚。平均海拔 1000 米，正处在负氧离子富

集层；森林覆盖率 26.8%，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地处

“黄金人居带”北纬 36 至 37 度之间，属暖温带半湿润大

陆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特别适合避暑度夏、

养生休闲。

特产品类丰富。有小杂粮王国的美誉，盛产红枣、核

桃、黑木耳等各类果蔬，沁州黄小米等太行杂粮声名远播，

具有很好的养生功效。饮食结构“主粮杂粮调剂、干饭稀

饭结合、南北口味兼顾”，尤其适合老年人养生需求。

医疗资源富集。是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有 8 所三甲医

院、1 万张床位、2000 多名高级职称医技人员，总体实力

位居全省第二，医疗资源辐射周边地区。是中医药之乡，

拥有 600 多种野生中药村，连翘产量占全国近 40%，党参是

全国首个以地区命名的中药材。县县有中医院、乡乡有中



医、村村种中药，信中医、用中药的理念深入人心，2023

年获批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市。

长治是一块发展的沃土、创业的高地。矿产资源丰富，

探明矿藏有 40 多种，其中煤炭储量 296 亿吨，铁矿石储量

1 亿吨左右，素有“煤铁之乡”之称。区位优势明显，地处

晋冀豫三省交界，是环渤海经济圈、中原经济区、陇海经

济带的交汇点。交通体系完备，大焦、邯长铁路与京广、

陇海铁路相连，瓦日铁路直通日照港，郑太高铁纵穿南北。

境内有 5 条高速公路，207、208 国道纵贯南北，309 国道

横穿东西。长治机场开通 8 条国内航线通往北上广等 11 个

主要城市，是山西的重要航空港。产业门类齐全，形成了

以煤、焦、 冶、电等传统产业为基础，以光电 LED、光伏、

信创、电子信息制造、医药、现代煤化工等新兴产业为支

撑，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大力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

加快建设消费型城市，文化旅游、金融、物流等产业正在

莲勃起势。转型前景广阔，自 2020 年以来营商环境连续三

年全省考核优秀。近年来先后获批国家级创新型城市、全

国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全国海绵城市试点市，按照国务

院关于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长治与北京市开展



对口合作，为我们更好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大机

遇。近年来，我市因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大、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成效突出、生态环境改善明显等，多次获得国

务院通报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