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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阳生在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闭幕会上的讲话

　　１月２３日,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四

次全体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大会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楼阳生主持会议并

讲话.

他指出,这次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贯

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暨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

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凝聚奋进力量,是一次高举旗

帜、凝心聚力,团结民主、开拓奋进的大会.

楼阳生指出,刚刚过去的２０２０年,是山西发展

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西视

察,勉励我们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

是山西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省委忠实践行领

袖嘱托,坚持“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

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战胜了许多过去从未遇到过的

困难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交出

了夺取山西“战疫”重大战略成果、实现转型发展入

轨并呈现强劲态势和全力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三份优秀答卷”,全省各项事业在新

起点上实现了新发展、开创了新局面.这些成绩的

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楼阳生指出,“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我省

全面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主要特征,也是

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转型出雏型的目标.全省上

下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把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来作为工作指南、逻辑起点,以坚如磐石的信念信

心、敢闯敢干的拼搏劲头、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全

力推动转型出雏型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

楼阳生强调,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要善抓

抢抓机遇,追赶超越勇争先.明者因时而变,强者

乘势而进.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机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补链延链强链,推动更多

产业产品、技术装备、材料器件进入国内大循环的

中高端和成为关键环,推动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确

保实现与全国“两个同步”目标.要坚持自立自强,

聚力创新增优势.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要把创新摆在转型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聚

焦“六新”突破,增强创新和人才活力,持续打造一

流创新生态,推动更多“从０到１”的突破,集中力

量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把握先机、占据

主动,努力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实现

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要勇于先行先试,

深化改革强动力.改革关头勇者胜.要坚持改革

开路、制度开放,敢于涉险滩、啃硬骨头,坚决拆壁

垒、破坚冰、解痛点、疏堵点,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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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协同高效,更加注重抓好“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重大改革,重塑全面转型体制机制新优势.要强

化项目支撑,紧抓会抓见实效.转型出雏型要靠一

个个项目垒起.要把项目建设作为硬支撑,滚动推

进“三个一批”活动,夯基垒台、厚积薄发,以投资结

构的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以项目的高质量支

撑转型发展的高质量.要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

守初心.增进民生福祉是转型发展蹚新路的根本

目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全生

命周期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推动“人

人持证、技能社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体育山西、

健康山西、幸福山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共同富裕道路

上共享幸福文明健康高品质生活.要有效防化风

险,确保安全强底线.安全是发展的保障.要统筹

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敏锐洞察

果敢,控新治旧、标本兼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要坚持结果导向,真抓实

干显担当.政贵在行,事成于实.要树立以结果论

英雄鲜明导向,强化“抓落实的关键是要有解决方

案”的理念要求,清谈废务,崇尚实干,躬身入局,担

当作为,出实招、使实劲、求实效,推动各项工作往

实里抓、向目标奔.要全面从严治党,风清气正作

表率.办好山西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以履行好

管党治党第一责任领导和保障转型发展第一要务,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破除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

建设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营造心齐气顺、干

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楼阳生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对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

要作用.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聚焦“十

四五”转型出雏型,统筹抓好立法、监督、决定、任

免、代表工作及自身建设,推动人大制度和人大工

作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人大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大

会的主体,要深刻认识“我是我,我又不是我”的内

涵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实际行动为转型发

展蹚新路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各级党委要加强对

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

权,为做好人大工作提供坚强保证.

楼阳生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步入新时代、新阶段、新征程,转型发展蹚新路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前景光明,惟有团结奋斗、艰

苦奋斗、不懈奋斗,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牢记领袖殷殷嘱托,在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撸起袖子加油实干、只争朝夕力争上游,不负

韶华、不辱使命,全力夺取“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

局新胜利,奋力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来,乘势而上书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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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公　告

(第三号)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已由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２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

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

修改«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山西省乡镇人民代表

大会工作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尊重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以下简称代表)主体地位,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

的联系,健全代表联络机制,发挥代表作用,保证代

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履行代表的义务,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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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以及相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是本省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

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

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

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第三条　代表享有下列权利:

(一)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

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

(二)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

(三)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

(五)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

(六)获得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信息和各

项保障;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条　代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

(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三)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

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

和法律的实施;

(四)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审

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会议

期间的各项工作;

(五)积极参加统一组织的视察、专题调研、执

法检查等履职活动;

(六)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

代表职务的能力;

(七)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

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努力为人民服务;

(八)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

勤勉尽责;

(九)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乡、镇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

服务机构,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下列服务

保障:

(一)及时向代表提供信息资料;

(二)采取多种方式同代表保持联系;

(三)协助代表保持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

单位的联系;

(四)组织安排代表参加闭会期间的活动;

(五)组织代表参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活动;

(六)帮助代表解决在执行代表职务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服务保障.

第六条　代表依法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期间的工作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

动,都是执行代表职务.

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代表出席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履

职活动,应当安排好本人的生产和工作,优先执行

代表职务.

第二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

第七条　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前,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听取人民群众

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

第八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２　



议的,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书面提出请假,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批准.

会议期间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的,应当书面提出请假并经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秘书处批准.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

因不能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应当在会议

召开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请假,由主席

团决定是否批准.会议期间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

能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应当书面提出请

假并经主席团批准.

第九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期间,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

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

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

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

候选人以及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选.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

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

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

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可以酝酿、

联合提出候选人.

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

第十条　代表应当参加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团

全体会议、小组会议,审议列入会议议程的各项议

案和报告.代表应当围绕会议议题发表意见.

代表可以被推选或者受邀请列席主席团会议、

专门委员会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十人以上联名,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

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

出议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

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参加表决通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人选.

第十三条　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向

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派

负责人或者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有权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

属各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

上联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

政府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 对 象、质 询 的 问 题 和

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答复形式.提出质询案

的代表有权参加答复会议,发表意见.提出质询案

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

经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有权依照法律规

定的程序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出罢免案.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五分之一以

上代表联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乡、镇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

镇长提出罢免案.

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被提出罢免

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

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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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

会,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决定.

第十七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

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

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八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

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

间的活动.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

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根据主席

团的安排,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

间的活动.

第二十条　代表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加强同原

选举单位或者选民的联系:

(一)视察和调研;

(二)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三)应邀列席原选举单位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会议;

(四)走访原选举单位或者选区,利用代表接待

日、代表联络站(点)、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多种形式

和渠道听取、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五)回答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对代表工作的

询问.

第二十一条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应当参加原选举单位或者工作、生活所在地的代

表联络站(点)活动;县、乡两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应当参加原选区所在地的代表联络站(点)活动.

代表每年参加代表联络站(点)活动不少于

一次.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集中视察,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组织、提供服

务.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集中视察,由乡、镇

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组织、提供服务.

代表集中视察时,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

国家机关负责人,由组织活动的县级以上的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

事机构,或者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安排.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县级以上

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由县级以上的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

办事机构联系安排;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

当由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联系安排.

代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位提出建议、批

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代表视察时,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如实向代表汇报工作,认真听

取代表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

问题,开展专题调研,被调研的单位应当如实介绍

情况.

第二十四条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可

以应邀参加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开展的下列

活动:

(一)起草五年立法规划草案、年度立法计划草

案和监督工作计划草案;

(二)起草、审议法规草案,围绕立法工作开展

的调研、座谈会、征求意见会、论证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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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听取“一府两院”工作情况汇报,开展执法

检查、满意度测评、专题询问,办理代表议案、建议、

批评和意见,审查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和计划预算草

案等活动;

(四)围绕常务委员会审议议题和相关法规草

案、报告等开展的活动;

(五)围绕拟决定的重大事项、出台的重要文件

开展的征求意见等活动;

(六)围绕群众信访事项开展的调查、分析、核

实、提出处理意见、督办等活动;

(七)围绕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外交往开展的

出访、接待等活动;

(八)其他需要代表参加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的决定,参加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有关单位工作的专题询问或者

工作评议.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乡、镇的人民

代表大会的决定,参加对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

的专题询问或者工作评议.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跨原选举单位的行政区

域进行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

的代表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可以委托下一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受委托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情况报

告委托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　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

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转交有关机关、组织;

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有关

机关、组织应当在三个月内向代表反馈.

第四章　代表联络站的工作

第二十八条　代表联络站是代表在闭会期间

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也是代表依法执行代表

职务,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活动场所.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县(市、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应当建

立代表联络站,有条件的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或者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

工作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依托行政村、社区

或者其他组织建立代表联络点,代表联络站应当加

强对代表联络点的统一管理.

第二十九条　代表联络站(点)的工作应当坚

持党的领导,遵循依法运行、服务群众和注重实效

的原则.

第三十条　代表联络站(点)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

(一)宣传宪法、法律和法规以及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

定的贯彻落实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

(二)建立代表联系群众、视察调研、学习培训

等制度;

(三)及时公布代表信息、联系方式、开放时间、

主要职责等内容;

(四)组织本选区代表开展联系群众活动;

(五)及时汇总梳理、分类处理收集到的群众意

见和建议.

第三十一条　代表联络站每月至少安排代表

接待群众一次,时间不少于半个工作日.

代表联络站(点)在组织常规接待的基础上,可

以组织主题接待.

代表联络点应当将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和建议

及时报送代表联络站,由代表联络站汇总、梳理、分

类、转办、反馈.

第三十二条　代表联络站(点)应当将代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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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群众与代表履职学习、专题调研、小组活动、代表

向选民述职等活动有机结合,增强代表联系群众活

动实效.

第三十三条　代表联络站站长由乡、镇的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担任,负责代表联络站的全

面工作.

代表联络站联络员由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或

者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

员会的工作人员,所在地县、乡两级的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或者热心社会服务的人员担任.

第三十四条　县(市、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统一制发«人大代表进站接待群众登记表».代表

联络站(点)应当完善代表接待群众档案登记工作.

第三十五条　代表联络站(点)应当跟踪意见

建议办理情况,及时、主动向进站代表和群众反馈.

除涉及国家秘密外,群众反映的问题以及相关部门

的处理情况应当予以公示.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代表联络站的业务指导和

培训,定期听取工作汇报.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

加强业务指导,县(市、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应当加强具体指导,对代表联络站站长和联络

员开展业务培训,组织经验交流.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建立网上

代表联络平台,建立健全网上公示、网上代表建议

收集办理与反馈等各项制度.

第三十八条　代表联络站(点)的建设与工作

经费应当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五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第三十九条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参加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安排的代表活动,代

表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提供必要便利条

件,并按照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

其他待遇.

执行代表职务产生的交通、住宿、伙食补助、通

讯费用等代表活动经费,无固定工资收入代表的履

职补贴以及探视、慰问患病代表等必要费用,列入

本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实行动态调整.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根据职

责做好联系代表、协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邀请

代表参加活动的经费支出,遵循“谁组织,谁保障”

的原则予以保障.无固定工资收入代表的履职补

贴,由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按照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采取远程学习、集体学习

等形式,组织代表学习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

组织集体学习每年不少于一次.代表每届参加集

体学习不少于一次.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对少数

民族代表在执行代表职务时,应当在语言文字、生

活习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和帮助.

第六章　对代表的监督

第四十三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

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执行职务情况.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为代表执行职务

建立档案,记录代表执行职务情况.

第四十四条　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

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

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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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取个人利益;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接受企业事

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出资赞助.

第四十五条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时停

止执行代表职务,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报告:

(一)因刑事案件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

判的;

(二)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没

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服刑的.

前款所列情形在代表任期内消失后,恢复其执

行代表职务,但代表资格终止者除外.

代表被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或者在任期内

恢复其执行代表职务的,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或者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代表本人、

代表原选举单位以及代表本人所在的工作单位.

第四十六条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

资格终止:

(一)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

(二)辞职被接受的;

(三)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的;

(四)被罢免的;

(五)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六)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七)丧失行为能力的.

第四十七条　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

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代表所在代表团、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

第四十八条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辞去代表职务时,在选举该代表的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期间,向大会主席团书面提出,大会主席团接

受辞职后予以公告;在选举该代表的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常务委员会会

议接受辞职后,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并公告.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乡、镇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

职.接受辞职的,应当予以公告.

第四十九条　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可

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

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要求.原选区选民

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要求.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主席

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该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罢免案.在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

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

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

罢免要求和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

罢免的代表有权提出申辩意见.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代表被

罢免后,罢免的决议应当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备案并公告.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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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一级巡视员　张国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修订«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的重要立

法项目,明年将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根据常委会工作安排,人事代表工委起草了«办法

(修订草案)»,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

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作出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做好新时代人

大代表工作的重大原则、思路举措、重点任务和具

体要求.省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加强

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楼阳生书记提出“我是我,

我又不是我”的重要阐述,栗战书委员长专门作出

批示,给予充分肯定.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强调,要

尊重代表主体地位,积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

职.２０１５年８月,代表法、组织法、选举法等法律

分别作了修改.我省«办法»１９９３年５月实施至

今,期间作过两次修正.现行法规存在与上位法相

比不够细化、与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要求相比规范

不够全面、与当前代表工作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等问

题,迫切需要进行相应修订;同时,我省各级人大在

代表工作实践中,探索形成一些好经验好做法,需

要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修订«办法»是加强和改进我省代表工作,提升

代表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客观需要,对于进一步规

范、支持和保障我省各级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具有重

要意义.

二、修订的主要过程

常委会高度重视修订工作,郭迎光副主任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今年２月,人事代表工委开始着手

修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成立了由李悦娥副主任任组长的修订领导组.

人事代表工委制定工作方案,细化任务分工,组织

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起草立法大纲和修订草案.

先后召开１次立法论证会、７次立法研讨会和１次

分党组会,扎实推进立法进程.二是认真学习,充

分准备.搜集整理立法参考资料,围绕相关法律法

规组织集中学习,认真领会中央及省委文件精神,

研究２８个兄弟省市的代表法实施办法,学习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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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立法经验,为推进修订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立法大纲形成后,主动征

求立法协调小组意见,在修改完善大纲的基础上,

针对性起草了修订草案初稿.结合常委会领导联

系代表、代表联络站活动等,深入１１个设区的市调

研,通过面对面座谈、书面反馈和网络互动等多种

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实现省人大代表和设区

的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全覆盖.四是反复修改,

务求实效.根据征求到的意见建议,人事代表工委

会同法工委和杏梅律师所深入研究、反复推敲、认

真修改,吸纳意见和建议３１条,九易其稿,形成目

前的修订草案.

三、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目前的«办法(修订草案)»不分章节,共３８条.

在原有２３条的基础上增加１５条.具体修订情况

如下:

(一)关于明确代表主体地位

增加立法依据、宗旨(第一条),新增代表产生、

地位、性质和权利的规定(第二条).考虑到需处理

好执行代表职务与开展本职工作的关系,增加了优

先执行代表职务的规定(第三条),同时明确代表在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前要做好相关准备(第四条).

(二)关于规范代表履职

结合我省代表工作实际和征求到的意见建议,

补充和增加关于代表出席大会的请假规定(第五

条);细化代表提出候选人,审议发表意见,提出议

案,参加表决,提出询问、质询案、罢免案,提议组成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规

定,便于实际操作(第六条至第十四条);明确代表

活动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活动形式(第十五条至

第十七条);新增关于代表参加联络站活动的规定,

将我省代表工作优秀经验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第十八条至第二十条);细化代表视察的形式和组

织方式,明确了代表参加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

询问等活动程序(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五条).

(三)关于加强代表履职保障

细化代表刑事豁免权规定,进一步明确代表、

代表所在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的相关要求,规定

代表活动经费实行动态管理,细化代表参加履职学

习规定,新增对少数民族代表、患病代表给予照顾

或慰问的条款等,利于代表更好地执行代表职务

(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一条).

(四)关于强化代表监督

增加关于建立代表履职档案的规定(第三十二

条);明确代表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代表资格终

止的情形,细化相关程序,增强可操作性(第三十三

条、第三十四条);增加关于迁出和调离本行政区域

代表资格终止的代表,应当及时告知所在代表团和

本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乡镇人大主席团的规定,便于

及时掌握代表变动情况(第三十五条);进一步明确

代表辞职、罢免的相关程序并作了细化(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七条).

此外,修订草案还对原«办法»作了一些文字修

改,部分条款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以上说明连同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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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去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

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

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修订草案明确了我省各级人

大常委会作为代表机关服务人大代表的职责,对于

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发挥代表作用,保障代表依法

执行职务十分必要.同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

议.会后,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会同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对组

成人员的意见进行了逐条研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对修订草案进行了反复的认真修改;通过省人

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平台向全省５５２名人大代表征

求意见;通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１２

月２４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

案进行了逐条研究和修改.１２月２５日,法制委员

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２

月底,法制委员会再次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

平台向全省５５２名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同时向省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和

省直有关单位,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

征求意见,并发函请各设区的市组织省人大代表进

行研读.１月７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形成了现在

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修订草案二审稿.现将审议

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修订草案初审稿不分章共３８条.修改过程

中,我们对其中与上位法重复的内容进行了删除;

同时对修订草案结构进行了调整,重构后各章分别

为:总则、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

作、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代

表联络站的工作、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对代表的

监督和附则,修订草案二审稿共７章５０条.

二、修改的指导思想

修改中,我们始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

代表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始终把握人大机

关是代表机关,应当为代表履行职务提供服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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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服务代表的职责在法规中

明确下来.同时,近年来我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在建设代表机关、为代表履职服务方面积累了一些

好的经验和做法,有必要上升为法规,在修订草案

中予以明确.

三、具体修改建议

(一)关于代表权利和义务的问题

调研时,有的代表提出,原修订草案将代表的

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比较分散,不便于代表全面、准

确地了解自身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建

议按照代表法予以明确.法制委员会经研究,为进

一步明确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建议根据代表法增加

第三条、第四条.同时考虑到,人大工作是党的事

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政治工作,代表

应当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建议在第四条有关

代表义务中增加两项内容,即:(一)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关于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

机构为代表提供服务保障的问题

初审和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和代表提

出,建议增加为代表提供服务保障的内容,明确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服务人大代表职责.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作

出如下修改:一是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明确县级

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服务机构,并明确为代

表提供信息资料、同代表保持联系、组织安排代表

参加闭会期间的活动、帮助代表解决困难和问题等

七项服务保障.二是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明确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根据职责做好联系代

表、协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邀请代表参加活动

的经费支出,遵循“谁组织,谁保障”的原则.无固

定收入代表的履职补贴,由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按

照规定办理.

(三)关于发挥代表联络站(点)作用的问题

初审和调研时,有的组成人员和代表提出,我

省的代表联络站(点)工作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代

表联络站(点)建设已经全面覆盖,为代表密切联系

群众、依法执行职务和开展各项活动发挥了很好的

作用,建议对代表联络站(点)作出更加具体的规

范,并与代表小组的活动结合起来,加强代表联络

站(点)的作用,推动代表小组活动落到实处.法制

委员会经过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加一章

作为第四章,对代表联络站(点)的定义、运行原则、

联系接待群众、组织活动、岗位职责、档案登记、意

见建议办理、业务培训、评价激励、运行经费和信息

化建设等作出具体规定.

(四)关于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请假问题

初审和调研时,有的组成人员和代表提出,规

定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应当在会议召开“七日”、“五日”前书面提

出请假的规定不严谨、不合理,在实践中操作性不

强,未能考虑到各种突发性、意外性因素.法制委

员会研究后采纳了这一意见,删去了第八条中关于

“七日”“五日”的规定.

(五)关于尊重和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的问题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和代表提出,应当就代

表发挥主体作用进行细化,邀请代表参加有关执法

检查及立法、监督调研等活动.根据这一意见,结

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

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具体措施»以及«山西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各机构联系省人大代表制度»的规定,

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在第二十四条中,明确

代表在闭会期间可以应邀参加省、设区的市的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

机构开展的起草立法和监督工作计划草案、起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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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法规草案、听取“一府两院”工作情况汇报、征

求意见等活动,可以应邀列席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可以参加县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团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六)关于代表执行职务的经费保障问题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建议健全代表执行

职务的经费保障机制,对执行代表职务产生的住宿

费用、伙食补助,以及探视、慰问患病代表的必要费

用也应予以保障.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根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

大代表工作的具体措施»,建议将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修改为“执行代表职务产生的交通、住宿、伙食补助、

通讯费用等代表活动经费,无固定工资收入代表的

履职补贴以及探视、慰问患病代表的必要费用,列入

本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实行动态调整.”

(七)关于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禁止性规定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为了加强代表自

身建设,提高代表的能力和水平,建议增加代表执

行代表职务的禁止性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

根据代表法的立法精神,建议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

四条:“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

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

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

益;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接受企业事业组织、社

会团体和个人的出资赞助.”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代表发言不受法律追究的问题

调研时,有的代表提出,实施办法中应当规定

代表参加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

议和审议列入会议议程的各项议案和报告,有关发

言不受法律追究.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考虑到这

一内容在代表法中已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作为实施

办法就不再重复有关内容.

(二)关于县、乡两级的代表参加原选区所在地

的代表联络站(点)活动的问题

征求意见时,有的代表提出,实践中代表由于

生活或者工作等原因,参加原选区所在地的代表联

络站(点)活动存在不便之处,建议修改为“就近参

加”或是“参加本人工作、生活所在地或者原选民较

为集中的聚集地的代表联络站(点)活动”.法制委

员会经过认真研究,考虑到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

参加原选区所在地代表联络站(点)活动有利于密

切代表与原选区选民的联系,增进原选区选民对所

选代表的信任感,也体现了选民对代表的监督,因

此不作修改为宜.

(三)关于代表应邀列 席“一 府 两 院”会 议 的

问题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代表可以应邀列

席“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会议.法制委

员会经过研究,考虑到:一是实施办法应当主要围

绕上位法的制度设计,进行细化和补充,列席“一府

两院”应当由监督法等其他法律进行规定;二是代

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

活动为基本形式,代表个人不宜受邀列席“一府两

院”及其有关部门的会议,这不属于代表执行职务

活动;三是代表可以通过视察、专题调研以及参加

执法检查等其他形式了解“一府两院”的工作.因

此建议不增加有关内容为宜.

(四)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

调研时,有的代表提出,应当增加对监察委员

会进行监督的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考虑到

地方组织法尚未修改,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法

律依据不足,因此,关于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

内容目前不宜增加.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修订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

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

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订草案二审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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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
(修订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各位代表:

我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就«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

订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

处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三个草案),向大会作

如下说明.

一、三个草案修订及制定的必要性

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主体,代表人民

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

质.«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自

１９９３年５月实施至今,期间作过两次修正;«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

理办法»自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施行;«山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自２００８年９

月主任会议研究通过施行.三个办法施行以来,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基本方略,贯彻省委决策部署,

体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要求,对进一步规范、

支持和保障我省各级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但是,与新时代做好代表工作要求相

比,还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发表了很多重要论

述,提出“人大代表要更加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

要支持和服务代表依法履职,继续改进工作机制、

丰富联系方式,为代表联系群众、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提供良好服务保障等,这些都需要在三个草案中

进一步贯彻落实.同时,各级人大代表也多次提出

修改和制定三个草案的议案,把多年来全省各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在代表工作中进行的有益探索,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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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经验,形成的好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本次修订和制定三个草案,一是始终坚持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工作

和代表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的重大原则、思路

举措、重点任务和具体要求贯彻落实到三个草案

中.二是始终坚持贯彻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的

总体思路和要求,努力把我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机关建设成代表机关,保证代表依法履职,真正实

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

统一,为我省在转型发展上蹚新路做出积极的贡

献.三是始终围绕推动代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这

一中心,建立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联系代

表、服务代表的工作机制,使人民当家作主更加具

体地、现实地、有效地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四

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现行法规存在的与上位

法不一致、不具体,与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要求不

适应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

二、三个草案的起草、修改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三个草案的修订、制定

工作.２０２０年初,将三个草案的修订和制定列入

年度立法计划,并报经省委批准.根据立法工作安

排,有关工作委员会组织专班制定立法大纲、开展

起草工作,常委会领导带队先后多次深入全省１１

个设区的市进行调研,召开五级人大代表、有关专

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研讨

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

草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进行了初次审议.

初审后,为了进一步完善三个草案,我们做了

以下工作:一是进行逐条研究和修改,通过代表联

络平台向每位省人大代表征求意见,通过山西人大

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二是分赴１１个设区的

市,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听取省、市、县、乡四级

人大代表的意见.三是前后多次征求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各机构、省政府有关部门、１１个设区的市和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四是将三个草案的调研、

论证和修改情况及时报送省委.

今年１月１４日召开的第二十二次常委会会议,

对三个草案进行了二审.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

三个草案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突出加强党对人大工

作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总结我省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的新经验、新成果,有利于更好

地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更好地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据

此,常委会决定将三个草案提请本次代表大会予以

审议.

三、三个草案修订和制定的主要内容

(一)依法对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根

据代表法有关规定,我们增加了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的内容.同时在调研中,许多代表提出,代表在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

发挥重要作用,应当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

治立场,充分体现我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的成果,充分体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因此,我们在

代表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两项内容,即:(一)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

(二)进一步完善代表履职内容,确保发挥代表

主体作用.三个草案关于代表履职的规定体现了

人民群众对代表的期盼和新时代对代表履职的要

求,明确了代表在闭会期间可以参加省、设区的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开展的立法、监督等活动,

可以应邀列席县级人大常委会会议、专门委员会会

议,可以参加县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乡、镇人大主席

团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同时,为了保障代

表充分行使提出议案的权利,提高议案的办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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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规定提议案代表可以列席常委会会议.

(三)进一步明确服务和保障代表的规定.通

过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使代表真正做到为人民用

权、为人民履职、为人民服务.一是明确人大及其

常委会各机构服务代表的职责,规定县级以上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乡、镇的人大主席团是代

表履职的集体服务机构,为代表提供信息资料、同

代表保持联系、组织安排代表参加闭会期间的活

动、帮助代表解决困难和问题等共七项服务职责.

二是专章对代表联络站(点)作出规定.我省的代

表联络站(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代表联络站(点)

已经全面覆盖,为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依法履职发

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充分吸收代表的意见,专门

增设代表联络站(点)一章,共１１条,对代表联络站

(点)的运行、管理和服务等作出专门规范.三是对

代表履职产生的住宿费用、伙食补助,以及探视、慰

问患病代表费用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四是对省人

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为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批

评和意见提供服务保障作出具体规定.明确了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为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提出、交办和办理等环节进行统筹指导、组

织协调和服务保障等内容,完善了议案、建议、批评

和意见的交办协调工作机制,提高交办的准确性、

实效性,明确了向代表反馈交付、审议和办理情况

的程序.

(四)对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规定

了具体措施.结合我省建立的“省人大代表建议直

通车”制度,对重点办理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

形,交办、办理、督办等工作,以及承办单位、督办机

构的职责作出具体规定.特别是,对需要重点办理

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规定由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成员负责重点督办,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

民法院或省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负责人应当领办.

以上说明连同三个草案,请各位代表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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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席团:

１月２０日晚上,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各代表团分组会议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

案)进行了审议.代表们普遍认为,修订草案认真

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新时代人大工作和代表工作的重大原则、思路举

措、重点任务和具体要求贯彻落实到草案中,贯彻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要更加密切联系群

众”的要求.大家认为,通过代表大会修订该实施

办法,对于集中各位代表的智慧,突出加强党对人

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总结

我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的新经验、新成果,更

好地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保障代表依法履职都有着

重要意义.修订草案经过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两次审议和本次人民代表大

会的审议,已经基本成熟,建议本次代表大会通过.

同时,在审议中部分代表和列席人员还对草案提出

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修改建议.会后,大会法规组

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

改.昨天晚上,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

行了认真审议和修改.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修订草案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人民代表

大会闭会期间,代表应邀列席县级人大常委会会

议、县级人大专门委员会会议,参加县级人大常委

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以及参加乡镇人大

主席团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的内容.审议

时,有的代表提出,代表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中已有相关具体规定,建议依照代表法的相关规定

执行即可.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后,认为代表提出

的意见很好,本着不抄搬的原则,修订草案不再重

复上位法有关内容为宜,建议删除第二十四条第二

款内容.(现修订草案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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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第三十八条

该条规定代表联络站的建设与工作经费应当

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审议时,有的代表提

出,应当将代表联络点的建设与工作经费一并纳入

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后,

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加代表联络站(点)的建设

与工作经费应当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现

修订草案第三十八条)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根据代表的意见,对

修订草案在文字表述方面作必要的修改,法制委员

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了修改.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第八条

该条规定了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请假问题.审议时,有的

代表提出,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应当提前一定时间在会议召开

前书面提出请假.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了这一意

见,考虑到出席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的主要职责,

代表如无健康等特殊原因,都应当出席会议.同

时,请假的原因比较复杂,规定一个特定时间,操作

性也不强.因此,建议维持现有规定为宜.(现修

订草案第八条)

(二)关于第十四条

该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有权依

照法律规定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

个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审议时,

有的代表提出,该条内容应当增加对监察委员会的

质询案.法制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虑到代表

法、地方组织法中目前均无这方面的规定,作为代

表法实施办法规定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法律

依据不足,待国家有关法律明确规范后,我们再做

修改.因此,建议维持现有规定为宜.(现修订草

案第十四条)

此外,代表和列席人员还提出其他一些意见和

建议,考虑到有些在代表法中已有详细完备的规

定,不必在草案中重复;有些在修订草案中已有明

确规定;有些需要在代表法以及实施办法实施过程

中,进一步总结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规,

也为将来代表工作留下空间,因此,法制委员会建

议维持现有规定为宜.

以上报告连同主席团会议审议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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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公　告

(第四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

简称代表)依法行使提出议案的权利,做好代表议

案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代表议案,是指省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团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向

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

围内的议事原案.

第三条　代表提出议案是执行代表职务,依法

参加行使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四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应当为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提供必要条件和

服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以下简称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树立为

代表服务的意识,提供下列服务保障:

(一)负责代表议案的提出、交办和办理等环节

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服务工作;

(二)组织代表学习培训,有针对性地为代表讲

授如何提出高质量的议案,邀请履职经验丰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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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议案质量较高的代表交流经验;

(三)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代表

小组活动,引导代表议案注重推动省委决策部署贯

彻实施、围绕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重点任务

和主要工作,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提出改进工作、

完善政策的具体意见和可行性措施;

(四)建立代表提出议案前与部门沟通机制,帮

助代表深入了解所提议案涉及的法律、法规、有关

政策和背景资料;

(五)汇编代表议案以及审议或者处理的案例;

(六)及时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要点和立法、监督工作计划等印发代表.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应当树立为代表服

务的意识,按照本机构的职责和建设代表机关的要

求,为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提供下列服务保障:

(一)主动联系代表参与调研、座谈会、征求意

见会、论证会等活动,协助代表提出议案;

(二)按照职责分工处理代表议案,提出审议或

者处理意见;

(三)确定处理议案的负责人,对负责处理的议

案,负责人应当与代表面对面沟通,听取意见;

(四)其他服务保障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秘书

处应当为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提供服务;各代表

团应当配备专门工作人员,为代表提出议案提供

服务.

第七条　认真处理代表议案是有关机关、组织

或者机构的法定职责.

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应当对代表为提出议案

开展的视察、专题调研、走访等活动给予支持.

第二章　代表议案的基本要求

第八条　提出代表议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代表团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向省人民

代表大会提出;

(二)内容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三)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案由应当明确清

楚,案据应当充分合理,方案应当具体可行.制定

或者修改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应当附法规草案文本

及其说明.

第九条　下列事项可以作为代表议案提出:

(一)制定、修改、废止或者解释地方性法规的;

(二)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或者批准的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的;

(三)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

“一府一委两院”工作实施监督的;

(四)应当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决定或者批准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代表议案应当一事一案,使用统一印

制的代表议案专用纸书面提出后,由各代表团或者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通过代表议案建议网络平台

提出.

第三章　代表议案的提出

第十一条　代表应当通过视察、专题调研、联

系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等多种形式,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在认真酝酿、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提出

议案.

第十二条　代表团提出议案,应当经代表团全

体会议充分讨论,由代表团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

过,并由代表团团长签署.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议案,领衔代表应当向

参加联名的代表分别提供议案文本,联名代表认真

审阅同意后,再签名附议.

第十三条　各代表团工作人员应当做好代表

议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主席团决定的议案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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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前送达大会议案建议组.

第十四条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在会议

期间为大会议案建议组履行职责提供下列服务:

(一)协助接收代表或者代表团依法向大会提

出的议案,向议案审查委员会提出代表议案的初步

审查意见;

(二)协助召开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

第四章　代表议案的审查

第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设

立议案审查委员会,在主席团领导下负责对代表议

案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报告.

议案审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

一至二人、委员若干人,其人选由常务委员会在代

表中提名,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第十六条　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

召集.主任委员因故不能召集会议的,可以委托副

主任委员召集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过半数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始

得举行.议案审查委员会提出关于代表议案的审

查报告,应当经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第十七条　大会秘书处对收到的代表议案进

行整理、分类和分析,及时征求省人民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意

见,提请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由议案审查委员会

向主席团提出关于代表议案的审查报告.

第十八条　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议案提出

如下审查意见:

(一)符合法定条件,且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条件比较成熟,方案具体可行的,建议由主席团决

定是否列入本次会议议程进行审议;

(二)符合法定条件,但其必要性、可行性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由主席团决定交常务委员会或

者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在闭会期间

审议;

(三)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议由主席团决定作

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第十九条　大会秘书处应当将主席团通过的

关于代表议案的审查报告印发全体代表.

提出议案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对议案审查报

告有异议的,可以在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召开四个

小时前,向主席团书面提出复议要求;主席团应当

复议,作出决定,并将结果答复提议案代表.

第五章　代表议案的处理

第二十条　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代表

议案,应当交各代表团审议,并交省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提出审

议意见或者审查报告,由主席团决定是否提请大会

全体会议表决.

第二十一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代表议案,在审

议或者审查中认为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由主席团提议,经大会全体会议决定,授权常务委

员会在本次代表大会会议闭会后审议决定,并报下

次代表大会会议备案,或者提请下次代表大会会议

审议.

第二十二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议案

审查委员会审查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时,可以邀请

提议案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三条　主席团审议决定作为议案但不

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的,交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

会在本次会议闭会后审议,或者由常务委员会交有

关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处理.省人民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应当在

闭会后六个月内提出审议结果报告或者处理情况

报告.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在闭会期间审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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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处理代表议案时,应当邀请提议案代表列席会

议、参加调研和座谈等,听取代表对议案审议或者

处理的意见.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和办事机构在立法、监督等工作中,应当认真

听取和采纳提议案代表的合理意见;对条件成熟的

代表议案,提请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后,列入常务委

员会立法、监督等工作计划.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审议或者处理代表

议案,涉及需要征求有关机关、组织意见再进行审

议的事项,应当在大会闭会后及时将代表议案交有

关机关、组织进行研究;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调

查研究,及时提出意见.

有关机关、组织研究代表议案时,可以听取提

议案代表的意见.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提出代表议案审议

结果报告或者处理情况报告,经主任会议研究同意

后,应当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议时可以邀

请提议案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常务委员会会

议通过后,由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通过代表议案建

议网络平台上传审议结果报告或者处理情况报告,

并印发下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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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　李　鑫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

法草案)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办法草案的必要性

人大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是依

法执行代表职务、履行代表职责的重要途径,是代

表参加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工作.省人大常委会

高度重视代表议案工作,２００８年９月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对规范代表议案提出和

处理程序、提高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质量、激发代

表履职热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国人大常委会、省

人大常委会认真总结近年来代表工作的经验做法、

积极探索和改进创新新时代的代表工作,分别出台

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具体举措、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省人大代表工作的意见,明

确提出要按照“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的要求,

协助代表把好议案政治关、质量关.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各机构要将处理代表议案与研究制定立法、监

督工作计划,起草和修改法律法规有机结合,加强

与提议案代表沟通联系,认真研究、积极吸纳代表

的合理化意见.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对代表议案工作的新要求,

我省现在实施的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效力不

高、规定不严、手段措施滞后的问题凸显.近年来,

我省在代表议案工作方面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好做

法,急需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进行规范,不断推

进省人大代表议案处理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依法

保障代表行使提出议案的权利.

二、办法草案的起草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

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列为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审议的与代表工作密切相关的法规之一.人事代

表工委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按照«关于在

立法工作中发挥“统”与“专”的作用,提高立法质量

和效率的若干规定(试行)»要求,主要做了四个方

面工作:一是精心制定立法工作方案,成立领导组

和起草组.李悦娥副主任亲自审定方案,确保人

员、责任、时间、任务“四落实”.二是认真学习地方

组织法、代表法和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

法规.在此基础上,起草立法大纲,确定起草思路.

三是结合我省实际,酝酿、起草办法草案.结合近

年来我省代表议案工作实践,学习借鉴全国人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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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省市经验做法,起草了办法草案初稿.四是广

泛征求意见.自７月份起,委员会领导分别带队,

赴全省１１个设区的市和部分县、乡人大,多次召开

座谈会,认真征求我省各级人大代表和代表工作机

构的意见.９月,议案建议处采取网络和书面两种

形式再次向每位省人大代表征求了意见.１０月,

李悦娥副主任亲自主持召开论证会,听取多位代表

和专家意见建议.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起草组成

员反复推敲修改,形成了现在的办法草案文本.

三、办法草案的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二十六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代表议案工作的原则.总则第三条

明确规定了代表议案工作的性质,即“代表提出议

案是执行代表职务,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

工作.”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依照宪法法

律的规定行使代表职权,应当予以重视和尊重.总

则第四条、第五条对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对代表

提出议案工作所承担的职责进行了明确.

二是明确代表议案的基本要求.办法草案第

二章对代表议案提出的主体、内容和方式进行了详

细的规定.提出议案的主体必须是省人民代表大

会一个代表团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内容属

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

事项,案由明确清楚,案据充分合理,方案具体可

行,提交时需通过代表议案建议网络平台提出,对

代表议案的交办和处理进行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三是明确代表议案的提出程序和要求.代表

应当通过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深入实际,调查研

究,在认真酝酿、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提出议案.代

表议案一般在代表大会期间提出,在主席团决定的

议案截止时间之前送达大会秘书处.办法草案对

代表团提出议案和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议案的

具体程序分别进行了规定.同时,对闭会期间代表

议案的提出和处理程序也作了规定.

四是明确代表议案的审查程序和要求.办法

草案第四章对代表议案的审查程序和要求作了规

定.明确了议案审查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工作程

序、工作内容.

五是明确代表议案的处理程序和要求.办法

草案第五章对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代表议

案,决定作为议案、但不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的代表

议案的处理程序分别进行了规定.对会议期间和

闭会期间审议和处理代表议案过程中,如何发挥代

表主体作用,促进代表有效参与,提高议案审议和

处理质量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办法草案对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在立法、监督工作中如何吸

收采纳代表议案的合理化意见,支持改进本职工

作,促进代表议案的成果转化进行了规定.

以上说明连同办法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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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

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去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

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

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草案对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

进行了全面规范,将为有力推进代表议案办理工作

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

议.会后,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会同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对组

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逐条进行研究,在广泛调研的基

础上对草案反复进行认真修改;通过省人大常委会

代表联络平台向全省５５２名人大代表征求意见;通

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１２月２４日,

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

研究和修改.１２月２５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

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１月７日,经主任会

议研究,同意提请本次会议再次审议.现将审议结

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共６章２６条.修改过程中,我们坚持不

抵触、少抄搬、有特色原则,特别是将近年来我省各

级人大在进一步完善代表议案工作中一些好的经

验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充分保障代表依法行

使提出议案的权利,并对草案结构进行了技术性调

整.草案重构后各章分别为:总则、代表议案的基

本要求、代表议案的提出、代表议案的审查、代表议

案的处理和附则,共６章２７条.

二、具体修改建议

(一)关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为代表

提供服务保障的问题

初审和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和代表建议

明确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服务保障代表的职

责.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作如下修改:一是

在草案第四条第二款明确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为

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提供组织学习培训、组织

调研视察、建立沟通机制、汇编答复案例、印发工作

计划等服务保障职责;二是在草案第五条明确省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为

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提供主动联系代表参加活

动、分工处理代表议案、沟通听取代表意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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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职责;三是在草案第十三条明确各代表团工作

人员做好代表议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主席团决

定的议案截止时间之前送达大会议案建议组;四是

在草案第十四条明确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在会议

期间为大会议案建议组履行职责,提供协助接收议

案、协助召开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等服务保障

职责.

(二)关于代表通过网络平台提交议案的问题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统一要求所有代

表都通过代表议案网络平台提出议案,对一些代表

可能存在困难,应予以修改.法制委员会经过研

究,建议将草案第十条修改为:“代表议案应当一事

一案,使用统一印制的代表议案专用纸书面提出

后,由各代表团或者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通过代表

议案建议网络平台提出”.

(三)关于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议案提出审

查意见的问题

调研时,有的代表提出,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

表议案提出审查意见,属于建议权,只有主席团才

有决定权,建议修改有关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过研

究,建议将草案第十八条修改为:“议案审查委员会

对代表议案提出如下审查意见:(一)符合法定条

件,且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条件比较成熟,方案

具体可行的,建议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本次会议

议程进行审议;(二)符合法定条件,但其必要性、可

行性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建议由主席团决定交常务

委员会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在闭

会期间审议;(三)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议由主席

团决定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四)关于提议案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的问题

调研时,有的代表提出,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

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提出代表议案审议结果

报告或者处理情况报告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时,可

以邀请提议案的代表列席会议.法制委员会经过

研究,建议在草案第二十六条增加“审议时可以邀

请提议案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

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二审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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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

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席团:

１月２０日晚上,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代表们包括

参会的列席人员,一致认为,«办法»对代表议案的

提出和处理进行了全面规范,将有利于进一步改进

代表议案办理工作,保障代表依法执行职务.草案

经过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

两次会议审议和本次大会的审议,已基本成熟,建

议通过.同时,对草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

和建议.会后,大会法规组逐条认真研究了这些意

见和建议,并对草案作了修改和完善.１月２１日

晚,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审议.

现将审议结果和修改建议报告如下:

一、关于处理代表议案主体的表述

草案第七条规定“认真处理代表议案是有关机

关或者机构的法定职责.”审议时,有的代表建议,

该条“有关机关”的表述,应当与草案第七条第二款

和第二十五条“有关机关、组织”的表述一致.法制

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

为“认真处理代表议案是有关机关、组织或者机构

的法定职责.”(现草案第七条第一款)

二、关于可以作为议案提出的事项

草案第九条规定了四项可以作为议案提出的事

项,其中第四项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

该项规定与草案第二条关于代表议案概念的表述不

太一致,建议修改.法制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研究,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建议将该

项修改为:“应当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决定或者批准的其他事项.”(现草案第九条第四项)

此外,根据代表和列席人员的其他意见和建

议,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规范和个

别文字表述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主席团会议审议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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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公　告

(第五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

(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

简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工作,保

障代表依法行使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利,充

分发挥代表作用,根据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是指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

分别向省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就本省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一人提出,

也可以由代表联名提出或者以代表团名义提出.

第三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

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着力推动解决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第四条　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法律赋

予代表的权利,是执行代表职务,参加管理国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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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一项重

要工作.

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有关机关、组织

的法定职责.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处理代

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负责答复.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区的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为代表提出建议、

批评和意见提供必要的条件.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各

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应当为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提供服务.

有关机关、组织应当为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给予支持.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

表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

当树立为代表服务的意识,提供下列服务保障:

(一)负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交办、

办理和督办等环节的统筹指导、组织协调和服务保

障工作;

(二)组织代表学习培训,有针对性地为代表讲

授如何提出高质量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邀请履职

经验丰富、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质量较高的代表

交流经验;

(三)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代表

小组活动,引导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注重推动省

委决策部署贯彻实施、围绕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重点任务和主要工作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提

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的具体意见和可行性措施;

(四)建立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前与部门

沟通机制,帮助代表深入了解所提建议、批评和意

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关政策和背景资料;

(五)汇编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办理答复

案例;

(六)及时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要点和立法、监督工作计划等印发代表.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应当树立为代表服

务的意识,按照本机构的职责和建设代表机关的要

求,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提供下

列服务保障:

(一)主动联系代表参与调研、座谈会、征求意

见会、论证会等活动,协助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

(二)按照职责分工办理和督办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

(三)确定承办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负责人,对

负责承办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负责人应当与代表

面对面沟通,听取意见;

(四)其他服务保障工作.

第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秘书

处应当为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提供服务,各

代表团应当配备工作人员为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做好服务工作.

第二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

第九条　代表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围绕本省中心

工作,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

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作为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一)不属于本省有关机关、组织职权范围的;

(二)属于对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

各项议案、报告的修改意见的;

(三)涉及解决代表本人及其亲属个人问题的;

(四)代表本人或者代转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

和检举类来信的;

(五)涉及国家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依法处理的具体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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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属于学术探讨、产品推介的;

(七)其他不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第十一条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在会议

期间为大会议案建议组履行职责提供下列服务:

(一)协助接收代表或者代表团依法向大会提

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交办意见,转有关机

关、组织研究办理;

(二)对代表或者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分析报告;

(三)提出拟重点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意见;

(四)承办大会秘书处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十二条　代表应当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

众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视察、专题调研、走访、座谈、

参加代表联络站(点)活动等方式,听取各方面的意

见和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十三条　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实

事求是,一事一议,事由清楚,内容明确具体,并提

出改进工作、解决问题、完善政策的措施.

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使用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专用纸,由本人书面提出后,由代表

团或者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通过代表议案建议网

络平台提交.

第十四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代表联名

提出的,应当有一名领衔代表,参加联名的代表在

确认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内容能够真实表达自

己的意愿后,签名附议;由代表团提出的,应当经该

代表团半数以上代表同意,并由代表团负责人

签署.

第十五条　大会秘书处应当对代表提出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进行复核;对内容相同或者相近的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合并处理,并告知提出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对属于本办法第十条所

列情形的,不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向代

表说明情况后,作为代表来信转送有关方面研究处

理或者由代表修改完善后再提出.

第十六条　代表要求撤回提出的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应当由本人书面提出.

第三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交办

第十七条　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

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大会秘书处根据其内

容和有关机关、组织的职责,确定承办单位,通过代

表议案建议网络平台交办.

第十八条　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受理,并根据其内容和有关机关、组织的职责,确定

承办单位,及时交办.

第十九条　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

规定,确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承办单位时,需

要两个以上单位分别办理的,应当明确分办单位;

需要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应当明确主办单位

和协办单位.

第二十条　承办单位认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五

日内书面向交办机构说明情况,不得自行转办.交

办机构应当在承办单位说明情况之日起十日内重

新确定承办单位.

第二十一条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将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交办情况书面告知代表.

代表对交办情况有不同意见的,由人事代表工

作委员会认真研究,会同有关机关、组织做好转办

工作.

第四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

第二十二条　承办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制度,实行分级责任制,规范办

理程序,提高办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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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承办单位应当加强对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综合分析,结合工作职责和工作重点

拟定办理工作方案;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的主要问题,应当统一研究办理措施.

第二十四条　承办单位应当主动加强与代表

的联系,通过走访、座谈等方式,充分听取代表对办

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取得代表理解后方可书面

答复.

对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

负责人应当与相关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加强联系,认真听取意见,共同推动问题解决.

第二十五条　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应当根据宪法、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

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采纳代表合理

意见并答复.答复意见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回复:

(一)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所提意见和建议

已经采纳、部分采纳的,应当将解决和采纳的情况

答复代表;所提问题在本年度内能够基本解决的,

应当明确答复代表并尽快解决;所提问题已有规定

的,应当明确说明有关情况;

(二)所提问题已经列入工作计划、规划的,应

当将解决问题的方案、路径和完成时间明确答复代

表,并按年度报告办理进展情况;

(三)所提问题暂时难以解决,但是对加强和改

进工作具有参考价值,拟在工作中研究参考的,应

当将有关情况和理由答复代表;所提问题因法律和

政策的规定或者目前条件不具备确实无法解决的,

应当明确答复代表,并向代表说明原因,做好解释

工作.

第二十六条　两个以上单位分别办理同一件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承办单位应当按照各自

的职责分别办理并答复代表.

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同一件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的,协办单位应当在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之日起二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主办单位,由

主办单位统一答复代表.

第二十七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联名提出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分别答复参加联名的每位代

表;对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答复代

表团的每位代表和相关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承办单位对内容相同或者相近的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可以合并办理,但应当分别答复代表.

第二十八条　承办单位应当自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办理情况答复代表;

情况复杂确实不能按时答复代表的,应当向交办机

构说明理由,经交办机构同意,可以延长三个月,并

向代表说明情况.

第二十九条　承办单位应当书面答复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并按照规定格式行文,由单位负责

人审核签发并加盖公章,同时将答复意见上传代表

议案建议网络平台.

第三十条　代表收到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答复后,可以通过代表议案建议网络平

台客观公正地作出评价.

代表对办理结果不满意的,人事代表工作委员

会经研究后,认为确需重新办理的,应当督促承办

单位重新办理,并向代表说明情况;重新办理的期

限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三十一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的答复,应当送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属于省人

民政府职权范围内的,还应当送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

第三十二条　承办单位答复代表所提问题已

经列入工作计划或者工作规划的,应当建立答复承

诺解决事项台账.承诺解决事项的办理进展和落

实情况应当及时向代表通报,同时送人事代表工作

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承办单位应当按照应公开尽公

开的原则,利用本单位网站等平台,主动公开代表

—２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２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内容.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涉及国家秘密、

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敏感事项的,依法

不予公开.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将本年度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依法公开.

第五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重点办理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需要重

点办理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一)属于本省中心工作的;

(二)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重点工

作安排的;

(三)属于代表反映比较集中、涉及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的.

第三十五条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对代

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和

意见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征求有关方面意见,

提出重点办理的意见,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后,交有关机关、组织重点

办理.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

当建立“省人大代表建议直通车”制度.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对代表在省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或者其他需要重点办理的

建议、批评和意见,通过“省人大代表建议直通车”

的形式交有关机关、组织重点办理.

第三十七条　对需要重点办理的建议、批评和

意见,承办单位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负责研究办

理,加强组织协调,提高办理实效;

(二)通过召开座谈会、邀请代表参加调研等形

式,面对面听取代表意见,共同推动问题解决,并可

以邀请负责督办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参加.

承办单位可以结合本单位职责和工作重点,选

择一批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或者问题

反映比较集中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作为内部

办理重点,由单位分管负责人组织协调,重点办理.

第三十八条　需要重点办理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由两个以上承办单位共同办理的,主办单位应当

主动加强与协办单位的沟通协商;协办单位应当积

极配合,提出具体办理意见.

主办单位应当会同协办单位与提出建议、批评

和意见的代表共同开展调查研究或者召开代表座

谈会,听取代表对重点办理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工

作的意见;主办单位组织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或者召

开座谈会时,可以邀请负责督办的省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

参加.

第三十九条　对需要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成员负责重点督办,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督办,省

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省人民检察院的负

责人应当领办.

第四十条　对需要重点督办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督办机构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加强对重点督办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工作的统筹协调;

(二)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开展专题调研、视察、

执法检查、召开督办会议等形式,实行负责人与代

表面对面沟通,听取承办单位关于办理工作情况的

汇报和代表对办理工作的意见;

(三)办理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

(四)对重点督办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对需要进一步跟踪落实的,交

由相关承办单位做好滚动办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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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重点办理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

理答复后,承办单位应当及时向负责督办的省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

机构报告办理情况.省人民政府承办重点办理的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应当同时报告省人民政

府分管负责人.

第四十二条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向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重点办理

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和督办情况.

第六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监督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

当通过召开督办会议、组织代表视察和检查等方

式,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进行监督.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省人民政府相关部门、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

的督促检查.

第四十四条　代表可以通过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或者代表议案建议网络平台了解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办理情况,可以向承办单位提出询问,也可

以约见承办单位负责人;代表要求询问、约见的,人

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联系.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

年第四季度应当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

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当年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报告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会议通过后,印发下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确定部分承

办单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告应当包括当年

代表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当年和上

一年答复函中承诺解决事项的落实情况.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

出重大事项决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

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对

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可以根据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中集中反映的问题确定

议题.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责令承办单位限期整改并报

告办理结果;情节严重的,建议有关机关、组织依法

追究承办单位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承办单位不重视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

工作,无领导分管、无专人负责的;

(二)承办单位对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敷

衍塞责、相互推诿、逾期不办,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承办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限内办

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承办单位对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

进行刁难、无理指责和打击报复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

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参加由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

活动,就本省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办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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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　李　鑫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

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办法的必要性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２０１０年

３月１日施行以来,对规范代表建议提出,提高代

表建议办理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近１０年来,随

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代

表建议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党

中央、全国人大、省委对建议办理工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人大代表和社会各方面也对建议办理工作寄

予了更多期望,对«办法»及时进行修订很有必要.

首先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及省委要求的迫切

需要.进入新时代,代表建议工作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省委

人大工作会议部署,体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

要求.其次是主动回应省人大代表关切的具体举

措.代表建议反映全省人民的呼声,汇集广大群众

的智慧,是代表依法履职的“最后一公里”.本届以

来,省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的建议均在９５０件

以上,代表们高度关注所提建议的办理质量,在每

年的人大会议审议和履职学习时都提出意见和建

议,要求切实改进建议办理工作,推动建议反映问

题得到解决.最后是推动建议工作提质增效的实

践要求.将省人大常委会近年来探索形成的有效

工作机制固化,提高现行制度的法律效力,同时坚

持问题导向,就代表建议的各个环节健全工作制

度,特别是在办理环节构建刚性制度,切实提高代

表建议办理的质量和代表“满意率”.

二、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此次修订工作,郭迎光

副主任提出要用法治力量推进代表工作,并对修订

工作提出指导意见.李悦娥副主任担任立法工作

领导组组长,强调要就代表建议工作立管用、实用、

好用的法.从３月份开始,人事代表工委先后制定

立法工作方案,汇编参考资料,在赴８个设区的市

调研后会同法工委、省政府办公厅等单位编制立法

大纲,确定法规重要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认真研

究,形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９月份,报法规修

订领导组审阅后,采取网络和书面两种形式分别向

全部省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向１１个设区的市、２９

个承办单位征求意见,还分别赴省人社厅、省考核

办就代表建议工作的表彰和考核进行了对接.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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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组织召开有１２名省人大代表和专家参加的

立法论证会.修订过程中共吸收采纳意见和建议

３５条.经报立法协调小组、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形

成了现在提请会议审议的修订草案.

三、修订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此次修订对标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工作“内容高

质量、办理高质量”的要求,着眼于提高法规的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立足我省实际情况,借鉴发达省份

经验,着力解决突出问题.修订草案共６章４２条,

相比原«办法»增加１０个条款,修改完善２１个条款

内容,对其他条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一是明确代表建议工作总的原则.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有关文件

精神,根据代表法及有关法律规定,修订草案第三

条明确代表建议工作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着力推动解决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二是提高代表建议的提出质量.为实现代表

建议“内容高质量”,修订草案第六条明确代表提出

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第八条和第十条进一步明确代表建议的内容要

求和不可涉及事项,第十一条建立代表提出建议的

复核制度.

三是提高代表建议的办理质量.“办理高质

量”是代表建议工作的核心要求.修订草案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三条明确健全建议办理沟通答复制

度,要求与代表沟通后再行答复,建议答复要针对

所提内容、做到明确具体;第三十二条明确建立建

议答复承诺解决事项台账管理机制,解决“重答复、

轻落实”问题.

四是加强代表建议的督办工作.为充分发挥

代表建议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修订

草案第十八条建立“代表建议直通车”制度,第三十

七条明确督办机构的职责,加强和改进重点督办建

议工作.

五是强化建议办理的刚性监督.修订草案第

三十三条完善代表建议办理结果公开制度,根据

２０１５年代表法的修改精神,将省政府２０１７年以来

实行的工作制度在全部承办单位推广.第三十八

条建立承办单位专项报告制度,每年确定１至２个

承办单位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办理情况.

六是对其他方面进行修改完善.总结２０１６年

以来的实践经验,实行代表建议网上提出、交办、答

复、评价,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建议办理的时效性.

修订草案第四十一条明确我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就全省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办理,适用本办法.

以上说明连同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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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去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

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修

订草案对规范相关工作,提高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的办理质量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很好

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对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逐条进行研究

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修订草案反复进行认真

修改;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平台向人大代表

征求意见;通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１２月２５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

订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１２月２５日,法制委员会

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１月

７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同意提请本次会议再次审

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修订草案初审稿共６章４２条.修改过程中,

我们对其中与上位法重复的内容进行了删除;同时

对修订草案结构进行了调整,重构后各章分别为:

总则,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的交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重点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办理的监督以及附则,目前修订草案二审稿共

７章４９条.

二、修改原则

修改过程中,我们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不抵

触原则.修改组逐条对照上位法,对修订草案中出

现的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情况,进行修改.二是少抄

搬原则.对国家法律、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相关制

度政策中已经具体规定的内容,在草案中不作重复

规定.三是有特色原则.我省各级人大在实践中

不断丰富和发展,探索形成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有必要上升为法规,在修订草案中予以明确.

三、具体修改建议

(一)关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为代表

提供服务保障的问题

初审和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和代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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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为代表提供服务保障的内容,明确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服务人大

代表职责.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

见,在修订草案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中明确人事

代表工作委员会为代表提供各项服务保障的内容.

(二)关于代表通过网络平台提交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问题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要求所有代表都

通过代表议案网络平台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规

定需要斟酌,实践中有的代表可能存在一定困难.

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修订

草案第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代表提出建议、批评

和意见应当使用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专用纸,由

本人书面提出后,由代表团或者人事代表工作委员

会通过代表议案建议网络平台提交”.

(三)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重点办理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应当完善重点办

理制度,实践中我省建立的“省人大代表建议直通

车”制度为重点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建议将“省人大代表建议直通车”制度写

入到地方性法规中.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采

纳这一意见,参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处理办法»,在修订草案增加一章作为第

五章,对重点办理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形、交

办、办理、督办等工作,以及承办单位、督办机构的

职责作出具体规定.

(四)关于承办单位的法律责任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建议规范和约束承办单

位的回应时限和办理质量,明确承办单位的法律责

任.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在

修订草案第四十七条明确承办单位不重视办理工

作、敷衍塞责、相互推诿、逾期不办以及对提出建

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进行刁难、无理指责和打击

报复行为的法律责任.

(五)关于本省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办理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建议对本省全国

人大代表就本省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的办理作出规定.法制委员会根据这一意见,结合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全

国人大代表工作的具体措施»以及«山西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各机构联系省人大代表制度»,建议采纳

这一意见,在修订草案第四十八条中规定,本省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

者参加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视察、

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就本省各方面工作提

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修订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

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

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订草案二审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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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席团:

１月２０日晚上,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各代

表团举行分组会议,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案)»

(以下简称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代表们普遍认

为,修订草案对于保障代表权利,提高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的办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修订草案经

过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会

议二次审议和本次代表大会的审议,已经基本成

熟,建议本次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同时,在审议中

部分代表还对修订草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审议意

见和修改建议.会后,大会法规组根据这些意见和

建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１月２１

日晚,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

审议和修改.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主体

修订草案第二条规定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的定义.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代表团也是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主体,修订草案第１４条、

第２４条等条文也对代表团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建议对第二条作出修改.法制

委员会经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将第十四条

中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一人提出,

也可以由代表联名提出或者以代表团名义提出”等

内容移到第二条,作为第二条的第二款,进一步明

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主体,同时将第十

四条修改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代表联名提

出的,应当有一名领衔代表,参加联名的代表在确

认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内容能够真实表达自己

的意愿后,签名附议;由代表团提出的,应当经该代

表团半数以上代表同意,并由代表团负责人签署.”

(二)关于代表所提问题已经列入工作计划的

答复

修订草案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所提问题

已经列入工作计划,自交办之日起三年内能够基本

解决的,应当将解决问题的方案明确答复代表”.

审议时,有的代表认为,“自交办之日起三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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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规定不太合理,实践中有的问题比较简单,几

个月就能够解决,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甚至几年都

无法解决,不能一概而论.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

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修改

为:“所提问题已经列入工作计划、规划的,应当将

解决问题的方案、路径和完成时间明确答复代表,

并按年度报告办理进展情况”.

(三)关于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公开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问题

修订草案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承办单位对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答复的公开义务.审议时,有的

代表提出,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也应当公开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法制委员会经过研

究,认为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作为代表服务机构,

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

理情况,督促承办单位做好高质量办理工作,建议

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规定:“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应当将本年度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

理情况依法公开.”(现修订草案第三十三条第三

款)

此外,根据代表和列席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法

制委员会还建议对修订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

述方面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了修改.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承办单位

问题

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建议第十七条、第十八

条明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具体承办单位.法

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考虑到:一是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的具体承办单位较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确定,法规中不好一一列举;二是本办法出台之后,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将制定实施细则,对承办单位

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因此,建议不作修改.

(二)关于合并第四章、第五章的问题

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第四章、第五章都属于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建议合并.法制委

员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实践中我省建立的“省人

大代表建议直通车”制度为重点建议的办理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设专章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我省在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立法上的突出特色,另一

方面也体现了对重点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高度

重视.因此,建议维持现有规定为宜.

(三)关于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进

行满意度测评的问题

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建议增加省人大常委

会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

评的规定,加强对办理情况的监督.法制委员会认

为这一意见很好,但是考虑到:目前,对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加以立法规

范的时机还不成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试点

运行总结经验.同时,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

将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出台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将对办理情况的监督措施作出详细规定.

因此,建议本次修订暂不做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主席团会议审议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报告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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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政府省长林武所作的«山西省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政府过去

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１年目标任务和

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

记领袖“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嘱

托,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四

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及省委十一届十

次、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机遇,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转型综

改试验区建设为统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

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抓好“六稳”“六保”

和“六新”发展,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全面打造一流

创新生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提高制度

型开放水平,努力实现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确保“十

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好局.

会议号召,全省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教诲和嘱托,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坚定转型信念,保持战略定力,齐心协力、奋发

有为,攻坚克难、敢于胜利,乘势而上奋力书写山西

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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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省长　林　武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

意见.

一、“十三五”时期工作回顾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是我省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的五年.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视察山西,为我省发展把舵领航、指引方向,

三晋儿女备受鼓舞、奋勇争先.五年来,在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三

篇光辉文献”,沿着总书记指引的金光大道,按照省

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推动全省经

济在爬坡过坎中奋力前行,转型在夯基垒台中积厚

成势,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呈现新气象、迈上新台阶!

我们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实

现趋稳向好.有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退出煤炭

过剩 产 能 １５７ 亿 吨,煤 炭 先 进 产 能 占 比 达 到

６８％.压减焦化、钢铁等落后过剩产能,关停煤电

机组４２５６万千瓦.退出僵尸企业２３８家.实施

工业提质增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服务业稳

定增长等政策举措,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升级,

培育外贸主体,全省经济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开始逐步

走出困境,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追平全国增速、迈入合理

区间,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经济增速连续１２个季度保

持在６％以上.２０２０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１７６５

万亿元,年均增长５５％.

我们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新动能加快成

长.贯彻国发４２号文件,搭建转型发展的“四梁八

柱”.制定实施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考评办法和高质

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强化开发区转型主阵

地主引擎作用,全面推开“三化三制”改革,全力打

造转型综改示范区,开发区数量由２６个增至８８

个,工业类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２８８１平方公里,占

全省面积 １８５％,工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达到

３５％.创造性实施“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创新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分别达到５个和３１

个,院士工作站达到１１４个,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比

２０１５年增长３５倍.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实现

全覆盖.新一代半导体、手撕钢、高端碳纤维、高铁

轮轴等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取得突破,信创、大数

据、半导体等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形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７８％、快于规上

工业３２个百分点.国家农高区建设顺利推进,农

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创建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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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获批４个５A 级景区,“黄

河、长城、太行”“游山西读历史”等文旅品牌影响

力持续扩大.各类市场主体达到２８３５万户,规上

工业企业数量增长４０４％、达到５４００户.

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动力活力显著增

强.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扎实推进,电力体制改

革领跑全国,风光发电装机规模进入全国前列,非

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年产量达到８５２亿立方米.

强力推进国资国企改革,“腾笼换鸟”净回笼资金

１５０亿元,“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任务和厂办大集体

改革基本完成.推进科技体制机制重塑性改革,科

研院所改革遗留问题得到解决.承诺制改革、标准

化改革、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经验全国推广.

成功举办中联部专题宣介会和外交部全球推介活

动,依托进博会、太原论坛等平台宣传山西.新增

１９对国际友城.复制推广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

开通大同、运城等航空口岸,太原武宿机场吞吐量

最高突破１４００万人次,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运营.进出口总额年均

增长１０５％.

我们持之以恒补短板,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

成就.强化军令状、交总账意识,坚持精准方略,扎

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生态扶贫、“三保

险三救助”等,５８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７９９３个贫困

村全部退出,３２９万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我们即将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扎实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省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７１９％,PM２５平均浓度降到４４微克/立方米,圆满

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设区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全部消除,５８个地表水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 V

类,三晋母亲河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开展国土

绿化彩化财化行动,完成营造林２３００万亩.有效

化解联盛等企业债务风险,果断有力推进城商行、

农信社等改制化险,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

险底线.

我们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三晋面貌焕然一

新.构建“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新型城镇化格局,

打造太原都市区核心引擎,行政区划调整取得历史

性突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６０％以上.加快推进

旧城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开展“两下两进两拆”专

项整治.累计创建国家卫生城市９个、国家卫生县

城(乡镇)７７个.创建１００５个省级改善人居环境

示范村.大小水网建设扎实推进.全省铁路运营

里程增加９２６公里、达到６０４８公里,高速公路里程

增加５９７公里、达到５７４４公里,完成“四好农村路”

７４８万公里.大西高铁全线贯通,大张客专、郑太

高铁开通运行,集大原高铁控制性工程开工,武宿

机场改扩建总规获批、配套工程启动建设,太原地

铁２号线通车、１号线开建,群众出行更加方便.

我们尽心竭力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

显提高.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持续保持在

８０％以上.“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成效显著,

累计培训３５０万人次,１９２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

就业,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８９６５元

和４４２４元.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群全覆

盖,基本医疗保障水平逐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十六连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

人每月提高１７７元、２０９元.实施高等教育“三个

调整优化”,与北大、清华等高水平大学合作成效明

显.农大农科院合署改革不断深化.白求恩医院

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快建设.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成功举办.加快报业、广电、文艺院团等领

域改革,«吕梁英雄传»«太行娘亲»等一批优秀剧目

获得国家级大奖.青铜博物馆、晋商博物馆等建成

开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显著.深入开展“三

零”单 位 创 建,煤 炭 百 万 吨 死 亡 率 五 年 下

降７０９％.

我们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政府效能不断提升.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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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执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决议决定,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督,五年共办理

人大代表建议４３２４件、政协提案４４９２件.出台省

政府规章３６件.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顺利完成.

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改革试点成效显著.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在市县和开发区全面推开“一枚

印章管审批”,累计取消、下放、调整省级行政审批

事项１２７６项.动态调整省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

率先开展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加快数字政府建

设,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五级全覆

盖,省级９０％、市县８０％以上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全

程网办.覆盖省市县乡的“１３７１０”督办功能不断优

化,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明显

提升.

五年来,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台等工作取

得新进展,妇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红十字等事

业取得新进步,国防动员、双拥、对口援疆等取得新

成绩.

刚刚过去的２０２０年,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史

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全省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牢牢把握疫情防控主动权,克服重重困难,实

现了经济稳步向好、转型态势强劲、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以非常之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三线作战”“四环联动”“五严五防”,分层分区

分级精准防控,用３６天时间基本消除本土新发病

例,用５２天时间本土病例清零,实现“双零”目标.

１３支医疗队、１５１６名优秀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全

力做好国际航班经停太原入境防控工作.有序复

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复课,加大减税降费、信贷

支持、租金减免等支持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增速逐季加快.

二是以战略之举推动创新生态建设和“六新”

突破.召开全省科学技术大会,出台加快构建创新

生态指导意见.制定实施人才新政１２条,全面启

动引进人才战略行动,开展院士专家山西行活动,

省领导带队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和长三

角地区招才引智,年度引进博士首次破千.实施战

略性新兴产业０３元/千瓦时电价.长城“智能云”

工厂等建成投产,凯赛生物等项目开工建设,全国

首个５G煤矿专网建成运行.数字经济、新装备、

新材料等五大领域涌现出国际国内领先的先进产

品１７９个.光伏电池、手机产量分别增长３５８％、

２１４％.成功举办晋阳湖首届集成电路和软件

业峰会、中国(太原)人工智能大会,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２８％.

三是以持久之功推进转型项目建设.深化转

型项目建设年活动,落实六项常态化工作机制,瞄

准产业链领军企业、头部企业,实施精准招商,强化

延链补链,先后五次集中举行“三个一批”活动,全

省上下铆足干劲、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压茬进行,

持续掀起项目建设高潮.全年新开工项目７２７４

个,计划总投资１２４万亿元,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１０６％,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２５９％.

四是以果敢之策攻坚改革“深水区”“硬骨头”.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探索形成国

资监管“品字架构”和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管资本

模式.大刀阔斧推进省属企业专业化战略重组,省

属企业从２８家优化调整至１９家,形成能源产业

“双航母”格局,重组和组建一批新兴产业旗舰劲

旅.推动太钢集团与中国宝武联合重组.在全国

率先开展国有企业“六定”改革,省属企业集团总部

机构、员额分别压减４０％和７２％.大力推进“承诺

制＋标准地”改革,一般工业项目“拿地即可开工”.

五是以最严监管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深刻汲取“８２９”“１０１”重大事故教训,全面压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定“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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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特别规定和监管专员制度等,规

范农村自建房建设管理,完善重点行业领域分级分

类监管机制,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开展全领域全覆盖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各类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起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分 别 下 降

１９１９％、１４１５％.

通过艰辛努力,去年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基本实

现“正增长指标增幅高于全国,负增长指标降幅低

于全国”,全省 GDP增长３６％,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４６％和７６％.粮食产量达到

１４２４亿公斤,创历史新高.

各位代表,五年来特别是２０２０年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历经艰难险阻,确实来

之不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的结果,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

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

果,是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攻坚的

结果.在此,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全省人民,向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各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向驻晋部队、公安干警和中央驻晋单位,

向关心支持山西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省

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创新

生态建设和新兴产业发展还需持久发力,生态环境

保护压力较大,安全生产存在薄弱环节,民生事业

发展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抓落实的能力本领还需进

一步提升.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

导向,坚决把短板补上,把山西的事情办好.

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

目标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省进

入转型出雏型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实现转型出雏

型重要阶段性战略目标,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

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国家资源型经济

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为统领,以扩大内需

为战略基点,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把

创新驱动放在转型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统筹发展

和安全,努力实现高质量高速度发展,不断在“六

新”上取得突破,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奋力争

先,确保实现转型出雏型,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

一条新路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

开好局、起好步.

到“十四五”末,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以下

主要目标:转型发展蹚新路形成重大标志性成果,

经济总量和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全国位次稳步前

移.一流创新生态基本形成,“六新”发展实现突

破,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中确立山西地位.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基本形成,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突

破１万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力

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基本形

成,能源优势特别是电价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比较优

势、竞争优势.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基

本形成,治晋兴晋强晋能力水平显著提升.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绿色发展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约束性指标完成国家下达的目

标任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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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效”改革持续深化,“六最”营商环境迈入全

国第一方阵.对外开放新高地基本形成,开放型经

济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形态基本

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增强.更加健全

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力争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水

平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经过持续努力,到２０３５

年经济总量达到全国中游水平,与全国同步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已印发各位代表.

这里对重点任务作简要报告.

(一)聚焦融入新发展格局,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管理,做强

产业链,做优供应链,推动我省更多产业产品进入

国内大循环的中高端,更多技术、装备、材料成为国

内大循环的关键环.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更好联通

国内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

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二)聚焦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实施创新驱动、

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凝炼一流课题,搭建一流

平台,创优一流环境,引育一流人才,加强应用基础

研究和自主创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滚动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

划,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加快“六新”突破.

(三)聚焦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施非均衡发展

战略、换道领跑战略、数字山西战略,着力打造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布局未来产业,发展蓝色经济,推

动基础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促

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四)聚焦重塑转型综改新优势,实施优势转换

战略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战略,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完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实施一

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塑性改革举措.推动制度型开

放.坚持“三对”“六最”,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

(五)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实施新型城镇化战

略,加快推动“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建设,提升太

原都市区在全国地位.实施农业“特”“优”战略,推

进三大省级战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开

展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六)聚焦建设美丽山西,践行“两山”理论,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加强“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开展“五湖”

治理,深化污染防治,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七)聚焦创造高品质生活,实施技能富民战

略,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

断完善人的全生命周期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

裕.实施文化强省战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加强

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创新文化服务供给,讲好山西

故事,提升山西文化软实力.

(八)聚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法治

政府、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

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构建社

会治理新格局,推动政府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

效,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各位代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承载着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殷殷嘱托,承载着全省人民

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向往.我们将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锚定目标不懈怠、脚踏实地加

油干,奋力实现“十四五”转型出雏型的宏伟蓝图!

三、２０２１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１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

要性的一年,是我省转型出雏型开局之年.做好今

年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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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十一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抓构建新

发展格局机遇,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加快“六新”突破,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加快转型发

展蹚新路,努力实现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确保“十四

五”转型出雏型开好局、起好步.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８％,力争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成绩,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５％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８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０％,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８％和８％以上,城镇新

增就业４５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５％以

内、调查失业率控制在５５％以内,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控制在３％左右,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增长２０％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比

上年提升２个百分点.各项约束性指标不折不扣

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今年,要在全面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上,重点

抓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为转型出

雏型创造良好条件.

抓好疫情防控重点环节和能力建设.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坚持人物同防,防止人传人、物传人.

全力做好国际航班经停太原入境防控工作,加强来

(返)晋人员闭环管理.实行进口冷链食品总仓管

理和全流程管控,做好进口高风险地区非冷链集装

箱货物、货品、外包装、环境等常态化防控,抓好医

疗机构、监所、校园、民政服务机构和农贸市场、商

场超市等重点场所防控.持续加大防疫科研攻关

力度.有序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高质量推进

P３实验室、县级疾控机构核酸检测实验室、城市检

测基地、专业流调队伍建设.加强医疗物资储备.

加快提升县级公立医院重大疫情应对处置能力.

健全疫情防控和风险化解机制.完善智慧化

预警多点触发机制.优化中高风险地区来(返)晋

人员、冷链物流零星疫情自动响应机制,加强分析

研判、数据共享、信息公开、分级响应、协同联动.

突出“第一落点”,压实“四方责任”.教育引导群众

加强自我防范,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加强经济调节和政策储备.密切关注疫情对

实体经济的影响,创造性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精准落实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稳岗就业等政

策举措,抓好入企服务工作.做好政策跟踪评估,

开展重大政策前瞻性研究,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

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生产要素调度和

供需对接,有效抗风险、稳增长.

(二)突 出 创 新 核 心 地 位,加 快 产 业 高 质 量

发展.

大力培 育 一 流 创 新 生 态.加 快 推 进 “１１１”

“１３３１”“１３６”等创新工程,开展基础技术研究和关

键技术研发“双百”行动,加快光刻机用激光器、量

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智慧能源等领域技术突破.

积极创建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

置和国家级超算中心.调整优化省重点实验室,高

标准谋划组建省实验室.与北大共建科技研发平

台基地.加快建设十大省级科技成果中试熟化与

产业化基地.推动中国(山西)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建成运行.持续完善以智创城为载体的双创体系.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０家.持续推动规上工业

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上水平,支持领军企业组建

创新联合体.深化科技创新、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推进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健全常态化科技成

果供需对接和转移转化激励机制.完善人才引育

使用制度,实施院士后备人选培养计划,加快建设

人才公寓,下力气解决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等问题,

让各类人才在山西专注创新、安心创业!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建立产业链链

长和产业联盟会长“两长制”,助推１４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发展.信创产业着力打造百信、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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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等计算机制造基地,构建“中央处理器－整机

－操作系统－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办公外设”一

体化产业链,力争整机产能达到２６０万台.半导体

产业拓展与中国电科战略合作,构建“材料－设备

－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应用”产业链,打

造太原、忻州两个高端半导体材料和器件产业集聚

区.大数据产业加快推进秦淮数据、百度云计算中

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扩大综改区和吕梁数据标注产

业规模,争取数据灾备等国家级存储中心落地建

设.运营 好 数 据 流 量 生 态 园.光电产业 做 强

LED、光通讯、光学镜头、相机模组、手机零部件等

主导产品,加快构建“光电材料－光电器件－应用

产品”产业链.生物基新材料产业重点推进合成生

物产业生态园区、金晖兆隆生物降解聚酯等项目建

设,推动人源化胶原蛋白产业化.特种金属材料产

业重点推进太钢取向硅钢、兴县开发区铝镁深加工

等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特殊钢、铝镁合金冶炼－高

精度加工－高端合金制品”产业链.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围绕纯电动、氢燃料、甲醇、燃气等方

向,构建“零部件－系统总成－整车”产业链,加快

新能源汽车规模化量产,支持太原、晋中、长治、运

城等地集群发展.先进轨道交通产业重点发展电

力机车、城轨车辆,加快推进高铁轮轴轮对、高性能

转向架、新一代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产业化规模

化.通用航空产业突出先进航空材料、专用无人

机、通航飞机及零部件制造,办好尧城国际通航飞

行大会.光伏产业加快提升新型高效电池核心技

术水平,构建“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

－应用系统”产业链.碳基新材料产业推动太钢高

性能碳纤维规模量产应用、阳泉碳纤维和高端纺织

时尚产业项目、长治高端煤基合成纤维及面料纺织

项目建设,推进金刚石、电容炭、全合成润滑油、高

端合成蜡等重点项目建设.煤机智能制造产业依

托太原、阳泉、临汾,强化与领军企业深度合作,加

大关键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提升智能

成套装备市场占有率.现代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

业重点发展原料药及制剂、中成药、新特药、药食同

源产品等,加快构建“发酵基原料－原料药－化学

制剂”“中药材－饮片－中成药”等产业链.节能环

保产业重点发展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和新型建材.

同时,坚持前沿引领、前瞻布局,推动人工智能、量

子科技、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深海探测、先进能源

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深化标准化改革,围绕“六

新”建标准,积极抢占产业制高点.

推动基础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智能化改造步

伐.建设１０座智能化示范煤矿,建成智能化采掘

工作面１０００个,打造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和标

杆项目,培育２００户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构建

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延链补链强链.推动煤炭、

钢铁、有色、建材等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加快建龙千

亿级钢铁深加工产业基地、临汾千亿级钢材铸造基

地等重点项目建设.促进现代煤化工走高端化、差

异化、市场化和环境友好型路子.加快产业提档升

级.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支持省内优势企业与行业

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运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新模

式,推动食品、陶瓷、玻璃、纺织、服装、家具、工美等

消费品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

开发区是产业项目落地建设的主战场,所有工

业项目都要进开发区.强化土地、用能等要素保

障,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探索实施亩产

效益差别化配置机制,深化拓展“标准地”改革,加

快向开发区赋权,８月底前全部完成“三制”改革.

促进文旅康养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黄河、长

城、太行”三大板块、“游山西读历史”“康养山西、

夏养山西”等旅游品牌,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

的地.提升壶口瀑布、晋祠等重点景区,加快黄河

板块核心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极发展红

色旅游.推进“三个人家”、乡村旅游示范村、特色

康养小镇建设.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再建成２００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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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精心举办旅发大会.推出一批晋风晋韵文创

产品,叫响“山西三宝”.推进智慧旅游,创新旅游

产品,开展旅游服务标准化建设,让广大游客游得

舒心、玩得开心.

支持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现代物流业,积极

培育省级示范物流园区,推进华远中西部物流枢纽

建设,提升中鼎、穗华、方略、晋北等物流园功能,建

设太原国家物流枢纽和晋中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发展智慧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科技服务业,积

极发展研发设计、中介咨询等产业,加快推进综改

示范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试点.现代会展业,加快场所提档升级,推进体制

机制改革,大力培育引进会展品牌.养老服务业,

推广太原嵌入式社区养老机构建设经验,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养老服务,支持社会办大型医养机构集团

化、连锁化发展.

(三)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主动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坚持项目为王,科学安排

政府投资,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聚焦“六新”

突破、“两新一重”等领域,深入推进转型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新基建.重点布局５G 等新一代信息基

础设施,再新建５G 基站１５万座,加快推动市县

城区５G 网络全覆盖,在５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领域建设一批应用场景示范工程.推进新型智能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

设.扩大新型城镇化投资.加快推进太原都市区

“五大中心”等重大标志性项目建设,布局一批市政

交通和管网、城市停车场、充电桩、配送投递等设

施,建设一批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污水集中处

理等项目.完善重大基础设施.推动集大原全面

开工、雄忻高铁和太原铁路枢纽东环线等项目开工

建设,７月底前太原至吕梁既有铁路实现动车组开

行.届时,全省１１个市将全部实现动车快速通达!

加快推进太原西北二环、黎霍等高速公路续建项

目,争取汾石高速等项目早日开工.加快实施太原

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运城和长治机场改扩建、朔

州机场新建等项目,推进通航机场和重点景区直升

机起降点建设.加快推动垣曲、浑源抽水蓄能电站

建设,启动实施山西－浙江８００千伏、山西－河北

南网５００千伏等外送电项目.完善水网架构,推动

大水网及配套工程建设.做好古贤水利枢纽前期

工作.

促进消费回暖升级.提振传统消费.培育引

导住房消费,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开展新一轮

汽车下乡.改造提升步行街等特色商业街区,提升

商业综合体功能.优化社区商业布局,完善基本便

民商业网点.培育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数字消费、

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智慧消费、健康消费新热点.

积极发展数字营销、在线商务等新模式.支持太原

打造具有三晋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拓展县

乡消费.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

完善农村商贸设施和物流配送体系,畅通工业品下

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培育１０个农村电商

强县和１００个农村电商强镇.同时,以改善民生为

导向,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挖掘释放消费潜力.

推动外贸增量提质.大力培育外贸主体,稳住

龙头企业,引进大型外贸企业,力争新增进出口实

绩企业１００家.打造一批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外

贸企业集聚区.扎实推进太原、大同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建设,做好二手车出口试点工作.加大

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等进口力度.支持市场

主体开拓国际市场.

(四)坚定不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释放蹚

新路动力活力.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把开展碳达峰

作为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牵引举措,研究

制定行动方案.推动煤矿绿色智能开采,推进煤炭

分质分级梯级利用,抓好煤炭消费减量等量替代.

力争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１２０亿立方米.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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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现货市场交易体系,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

机制.加快开发利用新能源,发展新能源储能、能

源装备制造产业.开展能源互联网建设试点.探

索用能权、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开展企业质量管理年活

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数智化管理水平,加强

流动性管理,提高企业资本回报率.适时开展直接

授权省国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试点.推进

省属国企“六定”改革机制化、常态化.开展企业高

管、科技人员及员工持股和期权激励试点.实行企

业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

制改革,继续实施“腾笼换鸟”.完成省级事业单位

办企业脱钩改革,大力推进市县国企改革.加大资

产证券化力度,支持培育企业上市.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３０条”“２３条”等措施,继续实施“万名企业

家”培训工程和年轻一代“接力计划”,推动“个转

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净增规上工业企业

１０００户.建立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坚持

领导干部联系商会和民营企业制度,深化政企双月

对接,健全民营企业诉求维权机制,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我们就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好的政策、更

优的服务,助力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创新机制推进太原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按照

“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布局,突出抓好太原都市区

建设,强化省会城市引领辐射作用,深化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国家区域中心城

市.按照国家新区标准,破除行政壁垒,深化转型

综改示范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省域副中心城市

发展体制机制,支持市域中心城市特色发展,积极

稳妥推进行政区划优化调整.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按照“紧日子、保基本、调

结构、保战略”要求,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

使用效益.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推进重点领域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对转型综改示范区

实行省级财政直管.强化普惠金融服务,加强融资

担保体系建设.支持引导风投创投发展.打击恶

意逃废债和非法集资行为.深化城商行、农信社改

革,组建山西银行、太原农商行.建立地方金融组

织全覆盖、穿透式监管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区域性风险底线.

实施市县转型综合配套改革.鼓励市县先行

先试,加快形成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综合配套改

革集成优势.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起点申建国

家自贸区,争取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推动国际陆港、海港、空港一体化建设.加快太原

武宿保税区发展,推动二期尽快封关运营.促进太

原国际邮件互换局扩容升级.拓展国际直航航线.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建立有效对接 RCEP、

中欧投资协定的政策机制.深度融入京津冀,主动

对接长三角、大湾区,深化区域合作.办好中博会、

太原论坛、第二届晋阳湖峰会.

(五)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

推动农业“特”“优”发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守住耕地红线,坚决遏制“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抓好粮食、生猪等重

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开展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深化三大省级战略和五大平台建设.持续壮

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成立优势集群产

业联盟.加快黄花、药茶产业提质升级,打造食用

菌全产业链.建设杂粮、中药材、干鲜果、设施蔬

菜、马铃薯、花卉、淡水鱼等特优种养基地.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力争省级龙头企业达到５００家.

新建高标准农田２８０万亩.支持农产品仓储冷链

物流设施建设.加快晋中国家农高区建设.积极

申报云州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忻州“中国

杂粮之都”产业融合园区.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筹建特色杂粮种质创新与分子育种国家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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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打造种业产业.争取“山西国家有机旱作农

业科研和生产试验区”早日获批.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编制“多规合一”的

村庄规划.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加强农村

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体系覆盖面,新开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６００个以

上,整村分类推进改厕３０万户.加大传统村落保

护力度.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培育工程.

推进文明村镇、文明户等创评,推动移风易俗.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开展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探索.抓好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政策衔接试

点.扎实开展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争取农业

生产托管整省试点.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提标、扩

面、增品.深化农技农经农机“三支队伍”和供销社

改革.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继续执行“四个不摘”,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

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促进工作体系平稳转型.

扎实开展１市、１０县试点工作.分类指导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加快发展、整体推进县稳步发展、先

行示范县引领发展.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机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高增收技能,防止返

贫致贫.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支持脱贫地区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管好用好扶贫项目资产,持

续提升发展能力.只要我们久久为功抓“三农”,撸

起袖子加油干,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一定会芝麻开

花节节高!

(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提升

城市品质和竞争力.

启动实施城市更新九大工程.环境整治工程,

深化“两下两进两拆”专项整治,推进“三延伸两提

升”.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完成１７６３公

里雨污分流改造任务.风格塑造工程,以区域中心

城市为重点,加强城市设计,塑造富有地域特色的

城市景观.路网畅通工程,合理规划路网架构,统

筹推动立体交通和静态交通建设,加大老旧街巷整

治力度,努力构建“窄马路、密路网”交通体系.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重点做好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及建

筑节能改造、加装电梯、周边绿化、停车设施配建等

工作.年内开工１８６６个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客

厅”打造工程,制定公共空间设计建设技术导则,以

公共建筑集中区、大型商贸区为重点,精心雕琢一

批特色片区.城市文脉保护工程,推进１２个历史

文化名城、６个独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

加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加快

城市易涝点治理,改善城市道路排水,提高雨水就

地消纳利用水平.智慧城市建设工程,推动城市管

理智能化,促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省、市两

级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县级数据城管平台

全覆盖.文明城市创建工程,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牵

引,规范城市管理执法,强化法治约束,推动形成良

好社会风尚.

加快推进大县城建设.依托开发区、产业园积

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产业

集聚、教育集中和生态移民等措施,引导县域人口

向县城集聚,加快就地城镇化.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县城风貌,提升县城公共设施水平和公共

服务能力.推动清徐、孝义、阳城国家新型城镇化

示范县城建设.以业兴镇,打造一批文旅小镇和特

色产业小镇.

(七)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美

丽山西.

深入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

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开

展黄河流域重点地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以

林权制度改革助推国土绿化,完成营造林４００万

亩.按期完成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扎实推进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建设,

以汾河带动其他六河、五湖和大泉、湿地保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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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批旱作梯田、淤地坝等水保工程,完成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５２５万亩.

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成果.有效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全面完成钢铁联合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启动

实施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全流程推进工业炉

窑和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加强现场管理.完

成设区市和县(市)建成区及城乡结合部、８个重点

城市平原地区清洁取暖改造.推进“公转铁”,淘汰

国三及以下营运类柴油货车,城市公交、出租、环卫

等新增和更新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车.大力推广

散货集装箱运输.加强扬尘治理.强化多污染物

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稳步提升水生态质量.

加强工业集聚区废水治理,新增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能力２１万立方米/日,强化沿河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确保地表水国考断面稳定达标.加强饮用水源

保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扎实做好受污染土壤修

复治理工作.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落实“三线一单”,建

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深入实施能源消耗双

控行动,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统筹推进“五水

综改”,推进水权确权登记及交易管理、水利投融资

改革.加大固废综合利用力度.加快垃圾分类和

减量化资源化利用.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

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

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７月１日起全面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八)持续用力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拥有高品

质生活.

促进就业增收.深入实施“人人持证、技能社

会”全民技能提升工程,提高考证持证覆盖面,优化

技能人才结构.统筹做好农村技能人才就近就地

就业和省外境外劳务输出工作,打响特色劳务品

牌.办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突出抓好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

体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深化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有效拓宽增收渠道.

构建优质教育体系.建设认定４００所普惠性

幼儿园.建设改造５００所寄宿制学校,加快小学向

乡镇以上集中、中学向县城集聚,走出“就近就便服

从就优”山西路径.支持运城建设国家智慧教育示

范区.深化高等教育“三个调整优化”.支持山西

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率先发展,创建“双

一流”.支持优势学科和服务产业创新学科群建

设.新增国家一流专业１０个以上,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点３０个以上.加快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和独

立学院转设.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民办教育规

范发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好特殊教育,建设高

素质教师队伍.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提高全

民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法治素养.

加快健康山西建设.坚持三医联动,深化分级

诊疗、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现代医院管理改

革.加强县级医疗集团建设.改革疾病预防控制

体制.开展国家级城市医联体试点.高水平建设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

全民健身活动,争取更多精品体育赛事落户山西.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健全大病保险和医疗救

助制度,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结算范围.做好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准备工作,推动基本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实施城乡居

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每人每月再提高２０元.深化殡葬综合改革.做

好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优抚安置等工作.完

善长租房政策,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筹集租赁住房

１０万套,开工改造棚户区８５２６套.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动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创新.做好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相关

工作.深入实施乡村文化记忆工程、文明守望工

—２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２　



程,加大非遗和文物保护利用力度,开展重大考古

课题研究.加强云冈学建设.稳步提高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我省文化影响力.

各位代表,今年省政府将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在继续办好全民技能提升、妇女健康保障、残疾

儿童康复等１０件民生实事的基础上,再新增１件,

即建设２００个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体现对户外劳

动者的关爱.我们就是要一件一件、一年一年持续

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

(九)深化“三零”创建和依法治理,为高质量转

型发展提供保障.

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落实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

和煤矿安全生产特别规定等,压实各方责任.实行

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建立安全生产和自然

灾害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开展自然灾害风险普查.

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煤矿、非煤矿山、尾矿

库、危化品和农村、学校、城乡建筑、森林防火等重

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开展科技强安专项行动,稳步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煤矿工作面减人６０％－７０％.开展省市县三

级专业力量安全培训,做到各行业领域分管领导和

企业法人全覆盖.完善应急救援机制,提高防灾救

灾专业化科学化水准.

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山西建设.健全立体化信

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开展“全国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创建活动.推进网络社会综合

治理,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巩

固扫黑除恶成果,严厉打击涉枪涉爆、文物盗掘买

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侵害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做好交通安全工作.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深化“三零”单位创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强化信访

“控新治旧”,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抓好国

防动员和双拥工作,强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更好

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作用,做好民族、宗教、外

事、侨务、港澳台、人防、气象、地震、科普、档案、史

志、参事、援疆、残疾人、红十字、关心下一代等

工作.

(十)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动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

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三篇光辉文献”,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建设法治政府.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法

治政府示范创建,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

治理体系.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

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自觉接受人

大、政协、社会、舆论监督.全面实行权责清单制

度,推动重点领域立法.深化综合执法体制改革,

探索执法检查“综合一次查”.加强政务公开和政

府信息公开.

打造“六最”升级版.开展“对标先进、争创一

流”活动,持续引深“放管服效”改革.深化“一枚印

章管审批”改革,再压缩时限、材料、环节３０％以

上.推行“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服务.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新设企业“一天办结”.推动１３０

余项高频个人服务事项“跨省通办”、７０余项高频

事项“省内通办”.以“五个一”引领数字政府建设,

启动“千项数据资源共享工程”,拓展“晋政通”“三

晋通”等覆盖应用.提升“互联网＋监管”能力,实

行包容审慎监管,既“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

推进廉政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和“一岗双责”,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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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政府带头过紧

日子,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自觉接受巡视、审计

监督.突出国资国企改革、项目资金审批、公共资

源交易等重点领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

狠抓工作落实.深入开展调研,广泛汇聚民

智,增强答题意识,提出解决方案.加强“五账工作

法”运用,健全专班推进机制,强化“１３７１０”“四不两

直”“点办理、批处理”等方式手段,确保各项部署落

地见效.用好正向激励和容错纠错机制,引导广大

干部勇于担当、奋力作为.

各位代表,新蓝图已经绘就,新征程全面开启.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加快转型发展蹚新路、

出雏型,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

章,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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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

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

会议要求,省人民政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

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省委“四为四高

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国家资源型经

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为统领,以扩大内

需为战略基点,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

把创新驱动放在转型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统筹发

展和安全,努力实现高质量高速度发展,不断在“六

新”上取得突破,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奋力争

先,确保实现转型出雏型,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

一条新路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

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号召,全省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教诲和嘱托,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坚定转型信念,保持战略定力,齐心协力、奋发

有为,攻坚克难、敢于胜利,为完成山西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任务、乘势而上奋力书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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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根

据«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编

制,主要明确我省未来五年转型出雏型的宏伟目

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展望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

是党委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

据,是全省人民共同的行动指南,是引导市场主体

行为的重要参考.

第一章　坚决扛起蹚出新路来历史使命,

奋力实现转型出雏型宏伟目标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是我省转型出雏型的关键期,必须

自觉把我省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面落实省委“四为四高

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

一条新路来.

第一节　“十三五”发展成就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的

五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

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沿着转型发展的金光大

道砥砺奋进,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建设深入破题、全面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治晋兴晋强晋呈现良好态势,“十三

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转型综改

打下坚实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

成就.

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实现了从

断崖式下滑到稳中向好、再到转型发展呈现良好态

势的重大历史性转折.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５４％,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６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６９％,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４８％.经济质量效益稳步向

好,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势头良

好,新兴产业蓬勃兴起,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加速布局.量子技术、深紫外激光器等前沿科技创

新取得重大突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连续三年保持

在５０％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２０２０年

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达１４２４亿公斤.

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５８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２３２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完成新时

代脱贫攻坚任务.蓝天保卫战约束性目标圆满完

成,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全面退出劣Ⅴ类,汾河实

现“一泓清水入黄河”,PM２５年均浓度和优良天数

比例完成国家下达目标任务.“两山七河一流域”

生态修复治理强力推进,京津冀晋区域地下水修复

试点等取得积极成效,吕梁山生态脆弱区及黄土高

原生态修复治理新增１７５万平方公里,全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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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预计达到２３５％,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

各类风险隐患总体稳定可控,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

解措施有力,政府债务有效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

得到有效遏制,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底线.

城乡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新型城镇化建设

扎实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１１个百分

点左右.大县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县级以上行政

区划调整实现较大突破,合并减少行政村８９９２个.

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

集群建设加速布局,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成

为首批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有机旱作、优势

杂粮、山西药茶等特色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城乡

融合步伐加快,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农

村人居环境明显提升,新改建“四好农村路”７万公

里,完成农村户厕改造３４０万座.

改革开放实现历史性突破.落实“三去一降一

补”重点任务成效显著,累计退出煤炭过剩产能

１５７亿吨,淘汰钢铁产能６５５万吨,淘汰落后小煤

电机组４１４万千瓦.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深化,率先

探索对国资监管体制进行深度改革,新一轮省属国

资国企优化布局战略重组基本完成,打造了能源产

业“双航母”和一批新兴旗舰企业.企业投资项目

承诺制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多项营商环境指标在

全国位次大幅前移.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

革成为全国典型,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进入全国“第一方阵”.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稳步推进,电力、煤层气体制改革领跑全国,非

常规天然气持续增储上产,风光发电装机进入全国

前列,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６８％.对外开放迈

出新步伐,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高质量开放

平台加快建设,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开通运营,太原武宿机场吞吐量突破

１４００万人次,对外贸易水平稳步提高.获批国家

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尧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

飞行大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大张高铁、郑太

高铁、太原地铁２号线、长临高速等建成投运,全省

铁路营运里程增加１１６１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突破５７４４公里.大水网四大骨干工程取得突破性

进展,辛安泉供水工程建成通水,中部引黄、东山供

水、小浪底引黄工程全面进入扫尾阶段.以汾河为

重点的“七河”生态修复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智

创城”建设运营,新兴产业领域涌现出长城“智能

云”、太钢高性能碳纤维、百信自主安全计算机制

造、中煤科工煤机制造等一批引领性标志性转型项

目.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沁水盆地煤层气

产业化基地建设初具成效,蒙西—天津南、晋北—

江苏、榆横—潍坊等３条特高压通道建成投运,和

顺—太原、晋城—侯马等输气管道全面建成,全省

年输气能力达到３００亿立方米.

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人持证、技能社

会”加快建设,职业技能提升工程累计培训３００万

人次以上,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７１％,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逐步缩小.“１３６”兴医工程扎实推进,山西白求恩

医院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成效明显,人均预期

寿命较２０１５年增加２３８岁.教育质量全面提升,

“１３３１”工程顺利实施,山西农大、省农科院合署改

革顺利完成,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率进一步扩大.社

会保障事业全面进步,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

人群全覆盖.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登记失业率

每年控制在４２％以内,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

零.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美术馆全部免费开放,山西青铜博物馆建成

开馆,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成功举办.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党政机构重

塑性改革试点破题.平安山西、法治山西建设取得

重大成效,“三零”单位创建深入开展.省市县三级

行政机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公布运行.数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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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面启动,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

五级全覆盖,“一部手机三晋通”App上线运行,覆

盖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１３７１０”信息督办系统建成

运行.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各类事故起数

和死亡人数逐年保持“双下降”.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

上升.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全

面实现确诊病例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出院患

者零复阳、确诊疑似和隔离医学观察人员零输出、

常态化疫情防控零燃点、国际航班经停太原入境赴

京疫情防控零传播,坚决打好打赢抗击疫情山西战

役,打好打赢支援湖北战役、拱卫首都战役,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安全稳定民生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了优秀答卷.

专栏１　“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实现情况

类
别

序
号

指　　标 ２０１５年

规划目标 实现情况

２０２０年
累计或
年均增长 ２０２０年

累计或
年均增长

属性

经

济

发

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１１８３６３９ － ６５左右 １７６５１９ ５４ 预期性

城镇化率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５５０３ ６０以上 － ５９５５∗ － 预期性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３７７１ ４４ － ４２９０ － 预期性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４９８ ５０以上 － ５１２ － 预期性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１４７１５ １７４ ３４ ２１８６６ ８２ 预期性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３０１８ ６０ １４８ ４２４６ ７１ 预期性

直接利用外资总额(亿美元) ２８７ － [１５５] １６９１ [９４３４] 预期性

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亿美元) １６５ － [１５] ２０３ [１５１７] 预期性

创

新

驱

动

８

９

１０

１１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投入强度(％) １１２ ２５ － １２２ － 预期性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２２ ３７ [１５] ４４２ [２２２] 预期性

技术合同交易总额(亿元) ２２０ ２６５ ３８ ３５０２６ ９７５ 预期性

互联网普及率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 ５２ ７５ [２３] ８７５ [３５５] 预期性

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 ５２ ８６ [３４] ９１２ [３９２]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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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指　　标 ２０１５年

规划目标 实现情况

２０２０年
累计或
年均增长 ２０２０年

累计或
年均增长

属性

民

生

福

祉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２５８２８ － ６５左右 ３４７９３ ６１ 预期性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９４５４ － ６５以上 １３８７８ ８０ 预期性

教育发展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８７ ９０ [３] ９０８ [３８] 预期性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９３４ ９５ [１６] ９５２ [１８] 预期性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４０ ４５ [５] － － 预期性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 － [２００] － [２５７５] 预期性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万人) － － [２３２] － [２３２] 约束性

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万套) － － [３６９] － [５１２] 约束性

人均预期寿命(岁) ７４９２ ７５９２ － ７７３∗∗ － 预期性

卫生发展

婴儿死亡率(‰) ５９ ≤５５ － ４２１∗ － 预期性

孕产妇死亡率(１/１０万) １３５１ ≤１３ － １２４８∗ － 预期性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数(张) ２９ ３５ － ３５ － 预期性

生

态

文

明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万亩) － － [１０８] － [５６３７]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万亩) ６０８８ ５７５７ － ６０８５∗∗ － 约束性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
降(％) － － [１５] － [１９] 约束性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
降低(％) － － [１５] － [１５３] 约束性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降低(％) － － [１８] － [１８] 约束性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 ３３ ５－８ － ６５４∗ －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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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指　　标 ２０１５年

规划目标 实现情况

２０２０年
累计或
年均增长 ２０２０年

累计或
年均增长

属性

生

态

文

明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森林发展

森林覆盖率(％) ２０５ ２３５ － ２３５ － 约束性

森林蓄积量(亿立方米) １３ １５ [０２] ＞１５ － 约束性

空气质量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 － － [５] ７１９ [５１] 约束性

全省细颗粒物(PM２５)浓度
下降(％) － － [１５]左右 ４４μg/m３ [２２８] 约束性

地表水质量

劣 V类水体比例(％) ３２ １５ [－１７] ０ [－３２] 约束性

达 到 或 好 于 Ⅲ 类 水 体 比
例(％) ４４ ５５２ － ７０７ － 约束性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化学需氧量(万吨) ４０５１ － [≥１７６] － [２１] 约束性

氨氮(万吨) ５０１ － [≥１８] － [１８] 约束性

二氧化硫(万吨) １１２０８ － [≥２０] － [２６] 约束性

氮氧化物(万吨) ９３０９ － [≥２０] － [２０] 约束性

烟粉尘(万吨) １５０６８∗ － [１０]左右 － － 约束性

廉
洁
安
全

３０

３１

３２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群众满意度(％) ７８８２ ９０ － － － 约束性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
事故死亡率(人/亿元) ０１７３９ －

控制在
０２以下 ００３７ － 约束性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人/百万
吨) ００７９ －

控制在
０２以下 ００２３ － 约束性

注:①[]为累计完成数,∗为２０１９年数据,∗∗为２０１８年数据.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烟粉尘、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群众满意度三项指标已不再监测.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根据国家统一
核算要求,对地区生产总值及相关指标历史数据作了修订.④２０２０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强度、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森林发展、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４项指标实现情况
为预计数.

第二节　“十四五”发展环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

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仍是历

史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

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

生风险不容忽视,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

深度衰退,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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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

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

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

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我省正处于资源型经济从成熟期到衰退期的

演变阶段,未来５—１０年正是转型发展的窗口期、

关键期.进入新发展阶段,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

塑性,挑战也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经过“十三

五”时期的奋斗,经济综合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各

项事业发展全方位迈上新台阶,特别是近年来国家

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取得实

质性突破,转型发展入轨并呈现强劲态势,为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省发展不充分、不平衡、

不协调问题特征明显.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为

市场主体发育不足,经济总量不大、发展质量和效

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强,高端要素供给相对短缺,

对外开放还不够.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我省仍处于

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收入

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不协调,主要表现

为一些干部的观念理念、治理能力、专业程度、工作

作风还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求;经济社

会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还有差

距,等等.面对各省竞相发展、百舸争流的竞争性

态势,山西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不创新必退.

综合判断,全省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转型发展集中发力、稳步向前的

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高质量转型发展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十四五”时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嘱托,胸怀

“两个大局”,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上下

功夫,坚定不移将转型综改进行到底,以坚定坚实、

追赶超越之姿创造辉煌成绩.

第三节　指导思想

“十四五”时期,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

思路和要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为统领,以扩大内需为战略

基点,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把创新驱

动放在转型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统筹发展和安

全,努力实现高质量高速度发展,不断在“六新”上

取得突破,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奋力争先,确

保实现转型出雏型,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

路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开好

局、起好步.

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以

下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治晋兴晋

强晋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确保党中央决策

部署在山西令行禁止、落地生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利益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共同富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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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

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

———坚持新发展理念.紧紧抓住构建新发展

格局带来的新机遇,聚焦“六新”突破,优化稳定产

业链供应链,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重塑追赶超越新优势,实现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

发展.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制度型开

放新体制,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

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以更深层

次的改革引领转型,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发展,

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

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把握过程论、重点

论、系统论、主体论、标准论,着力固根基、扬优势、

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

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第四节　战略定位

坚持胸怀“两个大局”,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特

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山

西发展的战略定位是:

———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用足

用好全国唯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

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金字招牌,推动全

面彻底系统转型,重塑竞争优势.

———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成员.承接北京科技

和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

中发展壮大.加强与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的交流合作.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研发制造基地.加快

布局新基建、突破新技术、发展新材料、打造新装

备、研发新产品、培育新业态,积极发展蓝色经济,

成为信创产业、碳基新材料、特种金属材料、合成生

物产业国家级研发制造基地.

———特色优势有机旱作农业科研和功能食品

生产基地.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山西

农大(省农科院)、重点骨干企业等,加强区域公共

品牌创建,加快构建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和示范

推广机制,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做优做深文

旅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发展全域旅游,围绕黄河、

长城、太行三大旅游品牌,打造核心景区,提升“游

山西读历史”的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主动融入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做大做强太原都市区,加快建

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依托中国(山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创建,构建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新格局.

———华北地区重要绿色生态屏障.实施“两山

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重大举措,建立健全生

态文明体制机制,促进黄河安澜,护卫“华北水塔”,

早日重现秀美风光.

———拱卫首都安全“护城河”.实施拱卫首都

安全“护城河”工程,建成拱卫京畿的“铜墙铁壁”,

以山西一域之安全为首都安全尽责任,以山西一域

之稳定为全国大局稳定作贡献.

第五节　主要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要求,我省到

２０３５年的远景目标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经过十五年

的努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２万美元,经济总

量达到全国中游水平,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一流创新生态构建形成,科技

实力大幅跃升,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研发制造基地;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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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兴晋强晋体系更加牢固完善,充满活力又和谐有

序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文化软实力显著

增强,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全社

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全面建成文化强省;“人人

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持续深化,中等收入群体显著

扩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民生事业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人民群众现代化的高品质生活基本实现;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进一步提升,黄河和京津冀生态屏障建成,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全面形成,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

降,美丽山西全方位呈现;资源型经济转型任务全

面完成,为能源革命和解决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难

题贡献出“山西方案”、打造出“山西样板”,在国家

发展大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高.

锚定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聚力实现转型出雏型

的重要阶段性战略目标,为“十五五”基本实现转

型、“十六五”全面完成转型奠定坚实基础,确保到

２０３５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２０５０年与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一流创新生态基本形成.政、产、学、研、

金、服、用深度融合,“六新”发展实现突破,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数量倍

增,基本构建起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业潜力有效

激发、创造动力竞相迸发的一流创新生态.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基本形成.１４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其中,信创、大数据、

半导体等３—５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支柱产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突破１万户,产业基础

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力争达到全国平均

水平.

———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基本形成.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取得明显成效,煤炭绿色智能安全开

采和高效清洁深度利用居于全国领先水平,能源优

势特别是电价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比较优势、竞争

优势.

———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形

成.综合配套改革不断深化,制度创新和制度集成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显增强,制约发展的不

充分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得到破解,治晋兴晋强晋能

力水平显著提升.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主体功能

区制度逐步完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

度、生态价值测算评估体系、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不

断完善.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基本形成.

“放管服效”改革持续深化,行政审批服务效率在全

国居前,人才机制活力和政策吸引力大幅提升,“六

最”营商环境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对外开放新高地基本形成.对外开放平

台体系基本建立,现代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自贸区

获批建设并取得重要成果,制度型开放能级显著增

强,融入新发展格局取得明显效果,全省开放型经

济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

———城乡融合发展形态基本形成.“一主三副

六市域中心”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太原成为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省域副中心城

市集聚辐射能力显著提升,市域中心城市功能品质

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水平明显增强.

———更加健全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果,居民收

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社保等

民生事业持续进步,全方位立体化公共安全网基本

形成,人的全面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基本形

成.“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形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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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标志性成果,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和省

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全国的位次稳步前移,环渤海

经济圈中山西板块影响力显著增强.

专栏２　山西省“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序
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目标

年均增长/
累计

属性

一、经济发展(６个)

１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３６ － ＞８ 预期性

２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５９５５∗ ６８ － 预期性

３ 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户) ５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预期性

４ 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３８１ ＞４２ － 预期性

５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 ９ １２,力争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 － 预期性

６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３６ － ８８ 预期性

二、创新驱动(８个)

７ 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 － ２０ 预期性

８
国家实验室/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
级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级工程研究中
心(个)

０/５/０/１ １/１０/１/２ － 预期性

９ 大科学装置(个) ０ １ － 预期性

１０
省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技术
创新中心/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个) ０/９７/０/８１ １０/２００/

１００/２３０ － 预期性

１１
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
术进步奖(项) １/０/１ １/３/６ － 预期性

１２ “双一流”建设高校(所) １ ３ － 预期性

１３ 国家 A类学科(个) ０ ５个左右 － 预期性

１４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９６ － １８ 预期性

三、“六新”突破与产业升级(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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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目标

年均增长/
累计

属性

１５ ５G网络用户普及率(％)(新基建) ２０９ ７６ － 预期性

１６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新技术) １２９ ２６ － 预期性

１７
新材料生产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新材料) ６３∗ － １３ 预期性

１８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新
装备) ２３ － １８ 预期性

１９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量年均增速(％)
(新产品) ２２∗ － １２ 预期性

２０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新业态) ３８ ５４ － 预期性

２１
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 ３５ ４５ － 预期性

四、绿色生态(５个)

２２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 ７１９ －

完成国家
考核目标

约束性

２３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７０７ －
完成国家
考核目标

约束性

２４ 森林覆盖率(％) ２３５ ２６ － 约束性

２５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 －
完成国家下达

目标任务
约束性

２６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
低(％) － －

完成国家
考核目标

约束性

五、人的全面发展(１０个)

２７ 从业人员持证率(％) ２２６ ＞５０ － 预期性

２８ 全社会劳动力持证率(％) － ＞２５ － 预期性

２９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５８ － ＞８ 预期性

３０ 城镇调查失业率(％) ６５左右 ＜５５ － 预期性

３１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１１１２ １１６２ － 约束性

３２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２９ ３８ －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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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目标

年均增长/
累计

属性

３３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９３１９ ９５ － 预期性

３４
每千人口拥有３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个) １５ ４ － 预期性

３５ 人均预期寿命(岁) ７７３∗∗ ７８１ － 预期性

３６ 体育人口占比(％) ３６４ ４０ － 预期性

六、安全保障(２个)

３７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１３５０ １３６５ － 约束性

３８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亿吨标准煤) １００６ １０１９ － 约束性

注:①∗为２０１９年数据,∗∗为２０１８年数据.②２０２０年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森林覆盖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等８项指
标值为预计数.

第二章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战略,打造核心竞争力

把创新驱动放在转型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

坚持“四个面向”,进一步强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厚植创

新优势,全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充分激发全社会

创新创造创业的潜力和动能,努力实现直道冲刺、

弯道超车、换道领跑.

第一节　实施一流创新工程

以补短板、建优势、强能力为方向,加强应用基

础研究和自主创新,深入推进“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等

创新工程,在重点领域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提

高创新链整体效能,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山西实

践”,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山西能力”.

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围绕信息技术应用

创新、大数据、半导体等重点产业主攻方向,部署实

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结合国际前沿、国家需要

和山西实际,开展技术预测和技术安全预警分析工

作.制定落实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方案,建立

“卡脖子”技术动态清单,综合运用“揭榜挂帅”、竞

争择优、定向委托等方式,集成国内外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社会资本等优质科研资源协同攻关.加

强前沿颠覆式技术攻关.建立科技攻关与科技决

策研究绩效评估机制,强化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评价.

加快推动“五链耦合”.围绕发展势头强劲、未

来前景广阔的产业集群,以创新链为牵引、产业链

为导向,推动要素链、制度链、供应链深度耦合.制

定产业链图、技术路线图、应用领域图、区域分布

图,面向龙头企业配套和产业链上下游补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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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梳理国内外各集群领域领军企业、研发机构、

创新平台,开展精准招商和企业培育,推动形成从

上游原材料、中游深加工到下游终端生产的全产业

链,着力构建龙头企业＋研发机构＋配套企业＋产

业基金＋政府服务＋开发区落地的产业创新生

态圈.

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实施企业全生命周

期金融创新覆盖工程,加快构建研发—中试—生产

全过程的金融体系.加强抵押担保、信用贷款、保

证保险等综合服务,培育壮大天使、风投、创投机

构,依托各类产业基金、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加大对

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支持.健全和完善多层次资

本市场,支持创新型领军企业上市,有效利用境外

资本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建立政银保联动信贷

机制.深入发挥科技支行作用,加强知识产权等轻

资产抵押贷款.探索开展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投资

试点.发展壮大区域性股权市场,支持山西股权交

易中心创新发展,打造面向实体经济企业投融资综

合服务平台.

超常规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建立政府引导、市

场驱动、企业主体的多元化研发投入体系.主动融

入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建立创新导向财政

科技经费支持机制,优化财政对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试验发展阶段投入比例.全面落实普惠性财税

优惠政策,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力度.支持

省属国有工业企业设定研发投入比例下限,完善国

有企业研发投入视同企业利润的考核机制.完善

企业研发费用计核办法,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新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次

保险补偿等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政策,引导企业规范

研发投入归集、核算.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科技资

金监管和绩效考核机制,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行

阶段性考核验收.

第二节　建设一流创新平台

聚焦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围绕重点发展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

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努力建设引领区

域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高地,力争国家实验室、国家

大科学装置、国家超算中心实现三个“零”的突破.

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高标准谋划组建省实

验室,加快构建“省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总体

布局,实现重点产业集群全覆盖.加大对现有５个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支持力度,对有优势、有潜力的

省级重点实验室开展一对一重点培育,推动中央驻

晋科研院所创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支持各市引

进或依托国内外优势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龙头企

业建设省实验室.

打造 高 校 创 新 高 地.深 入 实 施 高 等 教 育

“１３３１”工程,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和中北

大学率先发展,创建“双一流”.集中资源支持重点

大学、优势学院和优势学科发展,推动高校布局、学

科学院和专业设置优化调整,开展“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实现 A类学科破

“零”,力争形成２—３个高水平理工科高等院校和

一批理工科重点学科.完善高校协同创新中心运

行机制,强化与 C９等高水平大学交流合作,积极

申报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优化重组省协同创新中

心,打造高校科研创新的重要平台.构建全方位

“点对点”政产学研融合联合创新体,加强科研成果

和仪器设备共享.

创建新型研发机构.争取国家级创新平台来

晋设立分支机构,探索在北上广深杭及欧洲、日本

等国内外科技先进地区组建研发机构,做优做强山

西省—北京大学科技创新基地等新型科技创新平

台.围绕前沿技术研究型、产业技术攻关型、研究

中心带动型、创新平台服务型、成果转移转化型等,

积极培育３００个“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研究院

所、创新联盟,打造转型升级的创新载体.支持优

势企业牵头整合创新资源,打造国内一流标杆新型

研发机构,鼓励民营科技企业、科技类民办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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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等社会资本培育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引进共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谋

划大科学装置,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和交叉前沿研

究平台.支持山西大学深化与知名院校合作,重点

攻关量子信息、精密测量、激光离子加速器等领域

先进技术,加快极端光学装置项目建设.引进清华

大学电机电力系及大型发电设备安全控制和仿真

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快建立覆盖能源互联网主要技

术的科技基础设施和实验平台.探索将废弃矿井

改造为基于量子光源的引力波探测科学研究基地.

专栏３　高等教育“三个调整优化”重点工程

　　高校布局调整优化工程.创建创办艺术类、
外语类本科高校,补齐全省高校类型缺项;调整
合并人文社科类院校,做强做优理工科大学,办
名办好综合性大学;指导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
置的普通高校;推动更多具备条件的高职学校
“物理重组”,优化高职高专布局结构.
学科学院调整优化工程.以学科为统领,逐步优
化整合省内高校二级学院学科资源,集中形成拳
头品牌.以“强、优、特、新”为目标,撤销调整低
质错位学科,做优优势特色学科,增设空白急需
学科,培育新兴交叉学科,做强高校学科.规范
高校二级学院设置,鼓励设置对接全省产业急需
的学院.

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程.实施“一流专业建
设计划”,集中力量做强做优高校国家和省级一
流专业,建设更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招牌专业.
实施产业学院建设计划,引导和支持高校围绕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组建专业群,开展产业急需人
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实施“六卓越一拔尖”人
才培养计划,推动教育与产业统筹融合发展.

第三节　培育一流创新主体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向

企业集聚,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最大程度激发创新动力、释放创新活

力、挖掘创新潜力.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提升工程,巩固提升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

覆盖.鼓励大企业加快创建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

术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开

展关键共性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攻关.引导中小

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大企业配套协作,组建

新型研发机构.鼓励创新型领军企业采取“一帮

一”“一帮多”等方式,带动本行业企业加快开展创

新活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鼓励建设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平台,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

带动中小企业技术、产品、业态创新,构建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生态.

培育引进各类创新主体.完善高新技术企业

梯队培育机制,滚动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

加强专业化众创空间在重点地区和细分领域梯次

布局,在若干行业领域推动建立专业孵化器联盟,

全面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重点培育引进一

批科技小巨人、单项冠军、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实施高科

技领军企业培育工程,到２０２５年,力争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５０００家.

推进中试熟化基地建设.依托重点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科技型企业,建设一批集技术集成、熟化

和工程化试验服务于一体的开放型科技成果中试

基地,实现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试基地全

覆盖.鼓励龙头企业牵头建立中试基地,为中小微

企业开展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开发提供服务.支持

开发区、高新区在中试放大、验证测试、成果转化、

技术交易等环节开展服务,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中

试基地,提升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承载能力和集聚

能力.

高水平推进智创城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领域,

以智创城为载体打造双创升级版,聚焦智慧、智能、

智力,加快推进已布局规划的智创城建设,高标准

打造智创城创新生态小气候.引入一流双创运营

团队,优化双创中心服务体系.鼓励专业化众创空

间建设机构自建或合作培育孵化器、加速器,构建

“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双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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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培育体系,提供“空间＋孵化＋基金＋服务

＋生态”的双创全链条服务.加强创业孵化服务资

源整合,建设各类双创联盟.发展科技中介组织,

健全技术市场体系.

专栏４　创新平台建设重大工程

　　高端研发平台建设重大项目.重点推动山
西大学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等５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优化提升;布局建设半导体材料、碳基新
材料、特种金属材料、大数据与数字政府、信息技
术创新、先进装备智能制造、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通航材料与部件、新能源材料与装备、新能源汽
车、药物研发、生物基新材料、有机旱作农业等领
域;前瞻性布局建设极端光学、能源互联网科技、
引力波探测等领域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创新综合体建设重大项目.重点推动太原
汾东创新城、华阳新材料如意科创产业城等项目
建设,构建集科创产业、金融服务、商务总部、商
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新综合体.

中试熟化基地重大项目.重点推进金属软
磁新材料中试孵化基地、生物可降解聚酯工程中
试聚合实验室等项目,逐步实现重点产业集群中
试基地全覆盖.

智创城建设重点推进项目.布局建设１５个
智创城,其中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３个,太
原市２个,其余各设区市分别布局１个,在此基
础上,再择优建设一批智创城.引进培育高水平
创新创业主体,建设双创综合服务平台、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体系、新兴产业培育链条,构建梯次
孵化体系,打造“山西智创城”品牌.

第四节　汇聚一流创新人才

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坚持引育并

举、刚柔结合、以用为本,创新人才机制,优化人才

环境,提升人才服务水平,让各类人才各安其位、各

得其所、各展所长、各尽其才,为转型发展提供强大

智力支撑.

创优环境引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建设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健全高层次人

才引进政策,瞄准“高精尖缺”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实施“万名高贤入晋行动”,持续开展国内知名高校

人才及选调生引进工作.全面提升人才服务能级,

加快建设各级人才公寓,打造人才服务品牌.创新

评审式、目录式、举荐式、合作式等引进方式,赋予

用人单位更大的评价自主权.大力支持企业引才

聚才,扩大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加强山西籍人才

引进和省内优秀本硕博毕业生留省工作.建立全

球科技人才库.加强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

“两站”建设,充分发挥平台聚才作用.

深化改革育才.实施院士后备人选培养计划,

造就高水平科学家队伍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实施

千名民营企业家培养行动和创新型管理人才培育

行动,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企业家队伍.实施

新时代工匠培育行动,探索校企、校政、校校合作,

推广企业和高校“双导师”育人模式.推行现代学

徒制和招生招工一体化,注重培育中高端技能人才

品牌.壮大青年创新人才储备,推进大学生见习基

地和创业园建设,深化与省内外高校就业合作,打

造大学生就业全链支持体系.

创新机制用才.全面深化科研院所、高校、医

院的科研和人事制度改革,有效激发人才创新活

力.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破除“四唯”倾向,强化结

果导向,建立成果奖励、项目奖励、特殊津贴相结合

的优秀人才支持激励体系.健全充分体现知识、技

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

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探索年薪制、项目工

资、股权等分配方式,打好激励组合拳.坚持“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加大“柔性用才、项目引才”力度,

推行“候鸟式”聘任、“双休日”专家、互联网咨询等

用才方式.

加强人才服务.建立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人才服务联盟,提供优质、

高效、全面、精准服务.鼓励发展高端人才猎头等

专业化服务机构,建立人才服务平台,设立人才服

务专员,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一对一”服务.将人才

工作纳入省年度目标责任专项考核,实行人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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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述职,严格人才领域政策落实、投入强度、数量

结构、平台建设、发展环境等指标考核评价.建立

各类人才数据库,构建人才信息系统,提高人才工

作信息化水平.

第五节　创设一流创新制度

以虚怀若谷、学习借鉴的态度吸收消化“他山

之石”,以先行先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加强制度创

新,强化科技同发展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

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

利益收入对接,形成有利于早出成果、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的创新发展体制机制.

深化重点环节改革.以关键核心共性技术、技

术综合集成、产业化技术专项为突破口,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资用一体化科技研发机制.建

立健全需求众筹＋全面揭榜＋科学评审＋里程碑

管理＋绩效评价管理链条,形成政府部门、承担单

位、专业机构三位一体科研管理体系.完善重大科

技项目攻关制度,探索一事一议、厅市联合、部门协

同等项目组织实施方式.以服务转型综改成效为

重点,深化科技“三评”改革.赋予高校、科研机构

更大自主权,探索建立青年科研人员自主合理使用

经费承诺制.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实施知识产权

创造行动,建立质量导向的知识产权创建机制,聚

焦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培育一批创新程度高、市

场竞争力强的原创型、基础型专利,打造知识产权

强省.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试点赋予科研

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加强知

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

管理和引导.建立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加强知

识产权行政执法及司法保护,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

行为惩治力度.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支持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创建国家级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

国有科技型企业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落实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成果转化奖励的相关政策.支持

高校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示范基地,加快

高校产业技术供给.鼓励高水平科技中介机构建

设,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市场.搭建科技成

果应用场景,开展重大技术转移转化示范,推动更

多科技成果在晋转化.

促进科技开放合作.推动开展离岸创新、跨境

创新,鼓励省内重点企业与全球一流公司、顶尖科

研机构合作,共建涵盖研发、中试与产业化的国际

化开放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海外人才工作站,

积极引进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研发机构,集聚全球高端

创新要素.支持企业通过并购或直接投资等多种

方式,在日本、欧美等科技发达国家设立海外研发

中心,与国际高校、研发机构合作建立海外联合研

究中心,靠前就近学习先进技术.依托山西转型综

合改革示范区,加快建立国际科技成果展示中心.

第六节　厚植一流创新文化

在全社会树立崇尚科学、崇尚创新、崇尚人才

的鲜明导向,注重用创新文化激发创新精神、推动

创新实践、激励创新事业,形成大胆创新、勇于创

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优化学术生态,鼓励学

术争鸣,激发批判思维,大力弘扬科学家爱国精神、

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育人精

神.开展科技活动周、科普日、干部素质培训等标

志性活动,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

脑.依托科技馆、博物馆、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

技工程纪念馆(遗迹)等设施建设一批科学家精神

教育基地.引导科技界和科技工作者敢于提出新

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为不断丰富和发展

科学体系作出贡献.

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实施青少年科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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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提升行动,鼓励在校大中专学生开展创新性实

验、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

培养,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实施劳动

者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实行就业优先战略和人才优

先发展战略,引导更多劳动者积极投身创新创业活

动.实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增

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科技议

题的应对能力.

建立健全创新容错机制.大力营造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创新,充

分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和科研人员的创新自主权与

合法利益,保障科研人员学术自由.建立健全支持

创新的包容审慎监管体制,对于在推进创新驱动发

展改革探索过程中,出现能够及时纠错改正的偏差

失误的情况,不作负面评价,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的

主动性、创造性.

完善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强化科

研诚信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教育预防、科研活动记

录、科研档案保存等各项制度,完善内部监督约束

和责任追究机制,将科研诚信工作纳入常态化管

理.完善科研诚信承诺和报告制度,加强监督和对

科研不端行为的查处和曝光力度.推动建立科技

伦理审查和监管制度,不断完善科技伦理风险评估

和监管.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强化科研诚信和科

研伦理教育.

第三章　实施换道领跑战略,

抢占“六新”发展制高点

把“六新”突破作为“蹚新路”的方向目标、路径

要求和战略举措,紧跟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和产业变

革趋势,找准推动“六新”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勇于

打破资源路径依赖,先行布局发展未来产业,举全

省之力坚决打赢打好“六新”攻坚战决胜战.

第一节　适度超前布局新基建

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经济时代转型

发展“加速器”,坚持系统布局、率先发展,到“十四

五”末,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结构均衡合理,成为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标杆省份,对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

用明显增强.

加快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夯实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加强高速智能通信网络、泛在感知网络、卫星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５G基站达到１２万座,

移动物联网实现交通路网、地下管网、现代农业示

范区等应用场景深度覆盖.增强新技术基础设施

能力,加快布局建设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基

础设施.发展新型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推进存

量数据中心绿色化改造,高标准建设一体化数据中

心,形成中国北方重要的数据中心集聚区,创建国

家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全面提升数据服务能力,

推进全国中西部算力中心、环首都数据存储中心、

国家重要数据资源灾备中心建设.

稳步发展融合基础设施.深度应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能源、水利、市政、交通

等领域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加快建设工业

互联网,构建覆盖全省重点工业区域的工业互联网

体系.围绕先进制造升级等领域,推进国家级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省级工业互

联网行业级平台,拓展标识解析应用场景.全面建

设智慧能源设施,建设能源大数据中心,打造能源

互联网全省域示范区,构建“风光水火”多源互补、

“源网荷储”协调高效的“互联网＋”智慧能源系统.

建设以专用充电桩为主体、公共充电桩为辅助、城

际高速公路快充桩为补充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体系.

超前布局创新基础设施.完善科研平台体系,

调整优化省级重点实验室体系.整合提升科教基

础设施,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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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资源共享.加快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设施,统筹

推进工程技术中心、中试基地、检验检测中心、孵化

器、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建设.

专栏５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

　　５G 网络建设完善工程.推进５G 共建共
享,强化４G、５G协同,共建５G接入一张网.

大数据中心建设重大项目.推进一体化数
据中心建设,重点推动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
心山西产业基地、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国家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数据中心山西分中心等项目
建设.全省在用数据中心机架规模达到２３３５
万架.

工业互联网建设重大项目.重点推动山西
省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力争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达到６个,形成５个以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

第二节　瞄准前沿突破新技术

把培育新技术作为换道领跑、弯道超车的关键

之举,体系化布局技术路线图、项目清单,努力突破

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

颠覆性技术,加快实现更多具有标志意义的自主创

新突破,促进新技术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

阶段.

加强前沿引领技术研究.主动对接、积极承接

国家科技创新２０３０—重大项目、重点研发计划,在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智能

制造和机器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等重点领域努力实现“从０到１”的突破.依

托山西高等创新研究院、山西干细胞临床转化实验

室等研发机构,建设生命科学创新联合体,加快细

胞与基因治疗等颠覆性技术攻关研发,推动生物检

测设备、生物医药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到２０２５年,

突破占据国际前沿的新技术１００项.

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聚焦产业链创新链

“卡脖子”技术,实施１００项基础技术研究和１００项

关键技术研发行动,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

重大技术产业化问题,在重点产业集群形成新技术

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优势.建

立新技术突破机制,在高端芯片、基础元器件、基础

软硬件、基础材料等方面,加快攻克一批“卡脖子”

技术.到２０２５年,攻克服务国家战略的新技术

１００项、引领山西转型发展的新技术１００项以上.

加快推进新技术推广示范.开展技术创新企

业示范、产教融合示范、知识产权赋能示范、标准化

应用示范等“四个示范”行动,促进先进技术和技术

标准应用.持续深化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推

进重点领域先进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创制一流标

准、世界标准.瞄准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拓展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大数据、氢能、先进能源等技

术创新试点示范.实施新技术推广应用计划,组织

实施重大示范项目,推动重点产业关键技术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

第三节　抢占先机发展新材料

把新材料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发展的基石和先导,围绕保障大飞机、微电子制造

等重点领域,实施产业能力提升、延链补链招商、产

品应用保障三大工程,提升新材料竞争力,打造转

型发展支柱产业.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建成国家重要

的新材料产业基地.

加快半导体材料提质升级.以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为主平台建设研发创新策源地,打造一

批半导体产业高端创新平台基地,前瞻谋划第四代

半导体材料研发.围绕半导体材料、芯片及器件、

半导体装备、光伏和 LED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产

业化技术集中攻关,优化创新链布局.以高纯度、

大尺寸、高均匀性、高性能、低成本、多功能和集成

化为方向,研发新型电子材料及替代进口高端芯片

等产品,做大做强砷化镓、碳化硅等第二/三代半导

体衬底材料—芯片—封装—应用创新链条,积极建

设国家半导体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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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合成生物新材料.围绕生物环保材

料、生物医用材料、生物基化学品,开展合成生物、

复合成型等领域基础研究,突破生物基绿色化学

品、仿生材料、生物塑料、３D生物打印等关键技术

研发,加快生物基高分子新型材料、仿生材料等应

用技术开发,打造全国领先的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制

造基地.

发展壮大碳基新材料.推进碳基合成新材料

和高端碳材料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创新,积极

开展结构材料等下游领域的技术研发、产业化培育

和市场化应用,打造国家级碳基新材料研发制造基

地.延伸焦化产品链,制备高性能沥青基碳纤维等

高附加值碳基材料.拓展新型煤基碳材料制备新

路径,开发低成本煤基石墨烯、低成本高性能煤基

电容炭、多孔碳等前沿煤基新型碳材料.支持阳泉

市发展纺织纤维新材料,形成煤炭—纤维—纺织—

时尚全产业链生态.

做精做优先进金属材料.聚焦多元化特殊钢、

高强高韧铝镁合金、高端镍基合金线材、高导高韧

性铜合金、高性能软磁复合材料等细分领域,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链水平.加快推动高

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高性能有色金属合金材料实现

研发—中试—生产—推广全链条示范,为国家重大

工程、重大装备提供关键基础材料支撑,打造世界

领先的先进金属材料制造基地.

第四节　聚焦高端打造新装备

把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转型发展的重

中之重,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实施产

业生态培育、产业基础再造、智能绿色升级、先进集

群打造、制造服务增值、央地先进产业融合六大工

程,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迈进.

积极抢占高端装备制高点.前瞻布局量子科

技、电子信息技术、航天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攻关,抢占战略先机.依

托山西大学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

室,开展用于高端光刻机的深紫外和极紫外激光光

源研制.创建光刻机用激光器研发中心,深化与中

国电科光刻机研发中心合作,提供光刻机研发关键

零部件储备和国产化替代.依托太原理工大学、中

北大学等科研院校和太重集团、富士康等重点企

业,突破机器人机群协同作业控制技术.加快推动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开展服务机器人

在物流、教育、医疗、家政等方面应用试点示范.以

太原为核心培育布局特色增材制造设备产业,发展

微滴喷射阵列式３D砂型打印机等.

打造国家级优势装备产业基地.做强做优智

能煤机全产业链,重点开发煤炭智能化高效分选技

术装备,建设有国际水平的煤机综采综掘成套设备

研制平台基地.提升轨道交通装备竞争力,进一步

完善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及核心部件配套能力,提

升整车研发制造和维修服务水平.加快培育壮大

智能及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优化冶炼—铸造—机

加—零部件产业链条,培育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构建智能网联创新体系.

赋能提质传统特色新装备.以传统装备能力

效率提升和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求为牵引,强化新

技术赋能作用,推动重型机械、纺织机械、农机装备

等加速向高端化、特色化、服务化方向升级.重型

机械依托总集成、总承包模式,构建重机装备服务

系统平台,提升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纺织机械重

点创新发展新型纺织装备,推动企业向无人化织造

工厂转型.农机装备培育发展智能化农业机械,做

精做强农机配套零部件,引导农机企业加快升级,

强化系统集成能力.

第五节　发挥优势做强新产品

把新产品作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聚焦“国家所需、山西所能”,系统推进创新链条激

活、供给场景优化、山西品牌打造、创新主体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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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融合联动、生态绿色发展、开放体系赋能等七

大任务,加快研发制造科技含量高、品牌附加值高、

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占有率高的新产品,打响山西

品牌.

探索开发未来新产品.瞄准未来有前景、山西

有潜力的产业领域,以打破国际技术垄断、推动新

技术转化为发展方向,探索开发量子通信卫星、数

字货币、６G天线等拳头型产品,打造可以初步实现

产业化的未来产业新产品.研发一批具有竞争力

的量子应用产品,加大量子保密通信领域技术应用

及“重要城市接入能力项目”建设,促进量子产业并

跑国内发达省市.抢先打造类脑智能生态系统,促

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融合和提升,发展人工智

能硬件和智能化系统.

提升改造先进新产品.聚焦产业链“建补强

固”,做大做强一批先进新产品.积极拓展煤层气

高效合成金刚石、北斗卫星导航、高精度煤机装置

导航等优势领域产品,推动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做

强抗生素类化学原料药、幽门螺杆菌疫苗、人源化

胶原蛋白、经典中成药系列等高附加值生物医药和

大健康产品.完善节能环保产业、再制造产业等静

脉产业链,积极发展资源能源消耗少、污染物排放

低、低毒少害、易回收处理和再利用、健康安全和质

量品质高的绿色产品.

做优做强特色新产品.推动产品供给由生存

型、传统型、物质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转变.

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休闲产品、特色生物发酵

产品、营养食疗产品等拳头型产品,培育形成１０个

具有全国知名度的领军品牌.打造高性能工程塑

料、全生物降解材料及产品、功能陶瓷、智能织物等

拳头型产品.以数字创意产品拓展山西新兴产业

新增长点,着力打造数字创意IP和具有山西特色

的数字创意产品系列.培育装配式建筑部件化制

品、二氧化硅气凝胶、耐火材料等绿色建材新型产

品,构建生产、设计、应用、回收全生命周期体系.

第六节　跨界融通培育新业态

突出数字化引领、撬动、赋能作用,着力推进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鼓励支持

和规范各类新业态创新发展.

发展智能制造新业态.实施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创建工程,推动实现工业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智能软件”创新能

力,支持企业利用平台开展产品设计、生产制造、采

购销售等信息化协作.探索“区块链＋产业”应用

示范,形成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圈”.

促进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

一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标杆企业.

推进智慧物流新业态.运用“物联网＋”推动

物流枢纽、物流园区、货运场站等传统物流基础设

施转型升级和互联互通,有效降低物流综合成本.

开展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试点,提高在线调度、全流

程监测和货物追溯能力.以网络货运、冷链物流、

医药物流、航空物流等为重点,培育共享物流等新

模式.引入国内外龙头物流企业,发展“无接触智

能配送”.依托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等干线公路

网,布局一批区域性、智慧型物流园区.建设山西

智慧物流公共管理服务平台,促进物流管理行业标

准化、数字化、可视化.

打造文化特色新业态.发挥互联网平台赋能

作用,推进文化产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培育壮大

云演艺、云展览、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新兴文化

业态,改造提升演艺、娱乐、工艺美术等传统业态聚

集.发展创意设计产业,建成一批省级创意研发机

构、创意设计产业园区、骨干企业和重点品牌.加

快建设文化大数据体系,推动山西文化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培育跨界融合新业态.实施“互联网＋”行动

计划,加快推进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管理模式等创

新.深化传统批发零售业改造提升行动,引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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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发展数字商

务、新零售等新业态.积极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农业农村应用场景,加快数字农业发展.鼓励

创建专业资讯、职业技能、读书交流等知识分享

平台,发展分享经济.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健康发展,积极培育众创、众包、众筹等新模式,

进一步探索“旅游＋”“文化＋”“农业＋”“交通

＋”“无接触服务”等新业态.健全数字规则,依

法规范发展平台企业.

专栏６　新业态创新发展

　　智能制造.加快发展先进装备智能制造业、
个性化工业定制、智能无人工厂等新兴业态,重
点推进中科煤机、大运汽车、吉利电动轿车等项
目建设,实现由山西制造向“山西智造”转变.

智慧物流.加快发展智慧物流综合平台服
务业、多式联运、物流云、智能仓库、智能交通和
智能快递等新业态,重点推进华远国际陆港中西
部物流枢纽(太原)等项目建设,提升物流业智能
化水平.

文化业态.加强数字文化企业与旅游企业
对接合作,促进数字文化向旅游领域拓展,支持
文化场馆、景区景点开发数字化产品,拓展文旅
融合的数字化新阵地.

跨界融合.深化多元化合作,推动业态深度
融合,加快实现产业链各环节互联互通,推动形
成全要素链、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
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

第四章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培育壮大转型发展新动能

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聚焦战略重点,

集中优势资源,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协同优化产业生态,努力在有创新性、超前

性、先导性、引领性和基础性的产业领域打造集群,

为构建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奠定

坚实基础.

第一节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实施培育壮大新动能专项行动计划,坚持政策

保障、前瞻布局、创新引领、重点突破,打造１４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一批全国重要的新兴产业

制造基地.到“十四五”末,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拐

点显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

动力源.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开展产业集群创新

能力提升行动,建立产业基础技术清单,加快工业

强基重点项目建设,实施百项关键技术研发、百项

创新项目实施、百项技术推广示范“三个百项”,突

破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提升集群

创新能力.强化示范推广,鼓励集群内企业发展面

向定制化应用场景的“产品＋服务”模式,支持核心

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的首批

次或跨领域应用.支持建设一批专业化产业集群

促进机构,推动产业创新公共服务综合体建设,打

造集技术转移、产业加速、孵化转化为一体的高品

质产业空间.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构建产业集群梯

次发展体系,围绕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打

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基地,引导和储备一

批各具特色的产业生态,积极争取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和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形成分工明

确、相互衔接的发展格局.加快引进培育一批“链

主”企业,发挥技术示范、品牌辐射、产业链整合等

方面引领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坚持园

区承载,推动产业集群产城融合,开展“核心承载区

管理机构＋投资建设公司＋专业运营公司”建设新

模式,推进园区向企业综合服务、产业链资源整合、

价值再造平台转型.

主动参与国家海洋战略.深度融入环渤海地

区蓝色经济协同发展,推进重点产业领域科技研

发、成果转化、产业集群化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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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军海洋制造业,加快提升海工装备、港机设备

等海洋装备制造竞争力,加快研制用于海洋开发的

防腐新材料、无机功能材料等.依托能源开发前沿

技术,深化与沿海地区合作交流,抢占海上风电等

可再生能源新领域.加强山西特色文化与海洋文

化交流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专栏７　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坚持“安全可替

代”方向,重点推进中国电子信创产业园、长城智

能制造(山西)基地、百信自主安全计算机研发与

产业化等项目,拓展在能源、教育、医疗、交通、农
业等领域应用试点,建成全国领先的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产业基地.
半导体产业.抢抓国产替代发展机遇,加速

实现碳化硅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深紫外LED、红
外探测等领域的重大产品规模化生产,重点推进

碳化硅单晶衬底、外延材料、微波功率放大器芯

片、滤波器芯片制造加工等项目,打造抢占国际

战略制高点的半导体衬底材料产业基地.
大数据融合创新产业.坚持“以算力算法强

大大数据应用,以创新生态壮大大数据产业”主
线,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数字产业方阵打造、
数字化融合应用、数据治理能力提升,依托秦淮、
百度等重点项目,建设国家级大数据产业集群.

碳基新材料产业.大幅提升煤炭作为原料

和材料使用的比例,构建煤(焦炉煤气)－全合成

润滑油、高端蜡等具有全国比较优势的产业链

条,重点推进高端碳纤维千吨级基地、煤层气生

产金刚石等项目,打造国家级碳基新材料制造

基地.
光电产业.瞄准关键材料、关键工艺、核心

器件等重点领域,加快形成“光电材料—光电元

器件—系统/设备/终端产品”产业链条,重点推

进中科深紫外产业链等项目,打造国家级光电产

业基地.
特种金属材料产业.聚焦汽车、轨道交通、

高端装备、电子信息、通用航空、装配式建筑、矿
山机械等７大应用领域,打造拳头产品,扩大产

业规模,开展行业应用示范,建设国家级特种金

属材料产业生产基地.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挥轨道交通装

备关键零部件环节的优势地位,围绕电力机车、
高速列车、城轨车辆,加快推进高铁轮轴轮对、新

一代制动系统等高端产品产业化规模化,重点推
进中车轨道交通城轨车辆造修基地等项目,打造
全国轨道交通装备重要零部件生产基地.

煤机智能制造产业.依托智能矿山建设,围
绕煤炭精细化勘探、智能化开采等领域开发新技

术和智能化成套装备,实现煤矿和煤机装备智能

化联动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煤机智能研发、电传

动矿用自卸车等项目,打造国内一流的煤机重要

整机与零部件生产基地.
节能环保产业.以商业模式创新为突破,以

再生资源绿色循环利用产业园等重点工程为牵

引,以基地园区建设为着力点,推进节能技术和

装备、节能服务产业、先进环保技术和装备、资源

循环利用等领域,加强链条互补合作,带动上下

游产业发展.
生物基新材料产业.依托全省生物质资源

和煤化工原料基础,加快推进山西合成生物产业

生态园区等项目建设,重点发展生物基聚酰胺等

产品.
光伏产业.加大光伏制造关键技术攻关,加

快新技术创新研发应用迭代升级,重点推进晋能

控股电力集团为核心的产业链建设,形成多晶

硅—硅片—电池—组件—应用光伏产业链条,打
造全国重要的光伏制造基地.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围绕电动、甲
醇、燃气三大方向,加大对汽车配套产业及基础

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大智能化、网
联化产品研发力度,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电动汽车产业集

群、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群和区域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集聚区.
通用航空产业.立足我省航空产业基础,布

局通用航空研发、制造、运营、服务全产业链建

设,加快建设太原飞机拆解基地、潇河航天产业

装备制造、大同通航全产业链等项目,持续办好

尧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飞行大会,打造全国重

要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试验示范基地.
现代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实施医药工业增

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专项行动,加快发展

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中成药及大健康、生物制品

和医疗器械等优势产业,加快推进基因重组人血

白蛋白、人源化胶原蛋白等项目,打造全国重要

的原料药、中成药、新特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

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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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用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大力推动“智能＋”技

改,做强做优做绿焦化、钢铁传统千亿级产业,加快

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力,推动产业提质

升级.

推动焦化产业绿色发展.按照适度集中和特

色发展的原则,科学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能向生

产要素、环境容量、物流运力等综合优势明显的区

域转移,全面建设国家绿色焦化产业基地.围绕焦

炉煤气、粗苯精深加工等,发展“市场化、高端化、差

异化及环境友好型”碳基新材料,推动产业链向高

端延伸突破.构建绿色焦化企业评价体系,促进本

质安全环保水平提升.推动炼焦、配煤、化工产品

精深加工等关键技术突破和智能化应用,打造连接

煤炭产业与碳基新材料产业的核心枢纽.

加快提升钢铁行业竞争力.发挥龙头领军企

业作用,推动共性技术研发、联合并购重组,打造全

球最具竞争力的不锈钢全产业链.引导和鼓励企

业开展关键技术、“卡脖子”技术攻关,发展高性能、

高技术、高品质的先进钢铁材料.加大钢铁产能整

合力度,实施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推进钢铁行业装

备升级、产品优化、绿色转型,打造不锈钢、汽车用

钢、型钢合金钢、高端装备用钢、工业用钢等五大钢

铁深加工产业集群.加快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在钢铁行业的应用,推动企业智能

化改造.严格产能置换和项目备案,以标准规范为

抓手,持续提升企业安全生产和规范化管理能力.

第三节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以专业化、高端化、品质化为导向,推动生产性

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

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

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服务业集聚区

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发展.充分发挥生产

性服务业引领带动作用,加快科技服务、现代物流、

数字信息、高端商务、现代金融、会展等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技术转移转化、中介咨询等,加

快构建链条完整、特色突出的科技服务业体系.依

托太原、大同、临汾３个国家区域物流节点城市,建

设国家物流枢纽.培育引进信息服务企业,建设一

批应用示范型软件产业基地和软件服务特色产业

园区.加快建设省级金融(基金)集聚区,培育壮大

绿色金融,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加快会展场所提档

升级,加强策划运营,大力培育本地会展品牌.依

托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打造全省咨询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法律服务、会展服务、知识产权服务

核心区.深化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提升服务

质量和品牌信誉.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发展.大力发展健康

养老、现代商贸、体育休闲、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

家庭服务等服务业.推动健康服务多样化发展,鼓

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建立一批医养结合机

构.优化商贸服务结构,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打造大型商贸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华舰体育控股

集团龙头企业作用,整合体育资源,打造体育新媒

体,促进体育文旅产业融合.推动家政服务业专业

化、规模化、网络化发展,创建一批知名家政服务

品牌.

推动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实施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示范工程,建设一批服务型制造

示范企业和示范城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

造业协同发展.依托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国

家级“两业融合”试点,创新发展供应链管理、产品

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服务、信息增值服

务等服务制造新模式.加快完善电子信息等领域

的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提升新能源汽车、轨道交

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服务化水平.支持服务企业

利用信息、营销渠道、创意等优势向制造环节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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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服务产品化发展.加快发展农村服务业,构建

全程覆盖、区域集成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重点在科技服务、电

子商务、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商贸流通、健康养老、

产业融合、文化创意、现代金融、现代专业交易市场

等领域,布局培育优势产业集聚区,打造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先导区.发挥太原都市区产业基础、要素

集聚优势,发展总部经济、平台经济等,打造高端服

务业集群.强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科技研

发、创业孵化、投融资、法律服务、信息服务等综合

功能,强化集聚区辐射带动作用.

第五章　实施优势转换战略,

做好现代能源经济大文章

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

略,以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为牵引,深化“五大基

地”建设,加快清洁能源转型,推动能源优势转换,

初步构建起安全高效、智能绿色、开放共享的现代

能源体系,强化能源产业对转型出雏型的支撑,全

面完成中央赋予的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任务.

第一节　构建绿色多元供应体系

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非常规天然气基

地、电力外送基地,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促进新能源

增长、消纳和储能协调有序发展,推动多能互补开

发,形成绿色多元能源供应体系.

加快煤炭绿色低碳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合理

控制煤炭开发规模,原煤产量稳定在１０亿吨左右.

促进煤矿智能化发展,推进“５G＋”智慧矿山建设,

用科技手段实现煤矿本质安全和减员增效.开展

新建煤矿井下矸石智能分选系统和不可利用矸石

全部返井试点示范,因地制宜推广矸石返井、充填

开采、保水开采、无煤柱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推

广煤与瓦斯共采技术,探索实施煤炭地下气化示范

项目.推进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将碳基新材料

作为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大幅提升煤

炭作为原料和材料的使用比例.到２０２５年,推进

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和高效清洁深度利用居于

全国领先水平.

推动非常规天然气高质量发展.加快增储上

产步伐,推进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产

业化基地建设.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投资煤层气

勘查开采,加大重点区块投资力度.按照“先采气、

后采煤”的原则,推进采煤采气一体化.加快煤炭

采空区(废弃矿井)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有序推

进“三气”综合开发试点,打造“一张网”输气管网格

局.支持各类投资主体建设储气设施,实现储气设

施规模化、集约化运营.实施非常规天然气消纳工

程,拓展下游利用市场,实现非常规天然气高效利

用.推进晋城市煤层气综合改革试点.到２０２５

年,地面抽采量达到２５０亿方.

提升清洁电力发展水平.立足电力外送基地

战略定位,推进电力资源跨区域配置能力建设.以

华北、华中等受电地区为重点,布局推进一批特高

压及外送通道重点电网工程.适应煤电从主体性

电源逐步向基础性电源转变趋势,探索大容量、高

参数先进煤电项目与风电、光伏、储能项目一体化

布局,实施多能互补和深度调峰,提升电力供给效

率.深化电力市场建设,构建“中长期＋现货＋辅

助服务”的现代电力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法治化、

公平性、可持续为方向,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

支持政策体系,努力把能源优势转换为新兴产业发

展的竞争优势.到２０２５年,电力外送能力达到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万千瓦.

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统筹

考虑电网条件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利用采煤沉陷

区、盐碱地、荒山荒坡等资源开展集中式光伏项目.

探索立体利用土地发展清洁能源模式,推动分布式

光伏、分散式风电与建筑、交通、农业等产业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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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加快推进

“新能源＋储能”试点,推动储能在可再生能源消

纳、分布式发电、能源互联网等领域示范应用.发

挥焦炉煤气制氢等工艺技术低成本优势,有序布局

制、储、加、运、输、用氢全产业链发展.因地制宜推

进水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核能等开发布局.

专栏８　现代能源体系建设工程

　　煤矿智能化建设试点示范项目.重点推进

晋能控股集团塔山煤矿、同忻煤矿,华阳新材料

集团新元煤矿等智能化升级改造试点示范项目;
推进山西焦煤集团庞庞塔煤矿等新建智能化示

范项目;推进５０个智能综采工作面建设试点,全
省１２０万吨/年及以上大型煤矿、灾害严重煤矿

及其他具备条件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以１４个省级以上

煤层气规划矿区为重点,加强探明地质储量备案

区产能建设,推动沁水鄂东已开发煤层气区块稳

产增产,加快鄂东致密气区块达产上产.重点推

进晋城煤层气增储上产项目、吕梁非常规天然气

增储上产项目、临汾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项

目、华新燃气集团管网互联互通项目等.
绿色智慧能源.开展风光火储输一体化项

目示范,依托晋能控股等集团,探索大容量、高参

数煤电项目与风电、光伏、储能项目一体化布局;
推动山西交控集团交通领域智慧能源示范项目,
探索新能源与交通设施协同发展.

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重点建设华远国际

陆港集团生物质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忻州２×
１５MW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等;地热能重点建

设忻州原平地热能供暖示范项目等.
氢能.重点建设晋能控股(潞安)化工新材

料R—GAS下游制氢、山西美锦氢燃料电池动

力系统及氢燃料商用车零部件生产、雄韬氢能大

同产业园等项目.
储能.重点建设运城垣曲、大同浑源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推进国网时代大同集中式独立储能

项目、隆基“光伏＋储能”平价示范项目、启迪清

能云冈矿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等.
电力外送通道建设重点工程.加快推进“西

电东送”优化调整工程,重点推进山西—浙江±
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山西—京津唐、山西—河

北南网、山西—河南等输电通道建设.

第二节　构建绿色低碳消费体系

主动应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用能结构和

方式变革,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清洁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提升城乡优质用能水平,

建立完善有利于能源节约使用、绿色能源消费的制

度体系.

积极实施节能优先.完善能耗双控制度,大幅

降低能耗强度,控制能源消费增速,坚决完成国家下

达的能耗“双控”目标.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

理,建设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加强钢

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耗

能节能.实行用能预算管理,将国家下达新增用能

空间和节能挖潜、淘汰落后等腾出的用能空间纳入

用能预算统一管理,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用能需求.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探索建立用能权初始分配和有偿使用交易制度.

加大清洁能源替代力度.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

制,开展煤炭消费减量等量替代,稳步推进煤炭消费

总量负增长.在居民生活、生产制造、交通运输等领

域实施电能替代工程,提高供电服务便捷性和智能

化水平.在工业园区、开发区建设分布式能源中心.

鼓励企业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农林生物质能等可

再生能源,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到２０２５

年,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４０％.

大力提升民生用能品质.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

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大民生用能设施投入.统筹推

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天然气管网覆盖范围,开

展绿色能源综合服务站建设试点,提升城乡居民优

质能源可获得水平.巩固清洁取暖成果,持续提高

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覆盖率,平原地区实现清洁取暖

全覆盖,率先完成太原及周边“１＋３０”区域平原地区

清洁取暖替代.推动农村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支持

农村地区分布式能源建设,推广适宜农村绿色节能

建筑和农用节能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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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提升能源开放合作水平

遵循能源行业发展规律,深化能源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改革,加强能源宽领域、多层次、全产业链合

作,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

深化省属能源企业改革.全力打造世界一流

现代化能源企业,更好承载推动能源革命和支撑高

质量转型发展战略使命.以省属企业参股煤矿和

非“真出资、真控股、真管理”煤矿为重点,加大资产

变现力度,优化能源领域国有资本布局.推进数字

化、证券化、精细化“三化改革”,推动降本增效、减

人增效、提效增效.以电力、煤层气管网等优质资

产为基础,培育孵化权属清晰、收益稳定、特色突出

的优质基础设施项目,开展资产证券化,促进投资

良性循环.

加强跨区域能源合作.积极融入京津冀能源协

同发展行动,加强与华北、华东等区域互动合作.完

善区域能源协作和利益补偿机制,扩大清洁能源外

输.积极推进能源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推动能源装备、技术和服务“引进来”“走出去”,拓展

国际产能合作新空间,提升能源企业全球化水平.

打造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按照国家级、国际

性、专业化要求,将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打造成

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和权威话语权的能源领域高端

对话交流平台、科技成果发布平台和国际合作对接

平台.聚焦新兴领域和产业交叉领域,利用中国

(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等平台,与海外机构开

展深度合作.聚合高端要素资源,加强与全球能源

领军企业、国外研究机构及世界银行在数据分析、

技术服务、政策研究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第六章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注重需求侧管理,更好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和投资

关键性作用,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

快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

态平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彰显担当作为.

第一节　深度参与全国全球经济分工

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战略窗口期,加

快培育我省消费引领型的内需体系、垂直贯通的产

业链体系、高效协同的供应链体系、互利共赢的价

值链体系、内外融合的市场体系,建设支撑国内大

循环、服务双循环的重要战略节点.

主动嵌入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发挥龙头企业

带动作用,以半导体、信创、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强化产业链共性设施和共性

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横向联合、纵向

整合,培育嵌入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杀手锏”产

品.深度对接国家战略,打造全国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产业集聚区、数据标注和数据存储经济带、高端

装备制造和新材料发展高地.大力推动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与产业融合发展,引

导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延伸.

实施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工程.聚焦医疗器械、

网络通讯等领域,构筑以产业联盟和“链主”企业为

主导,全要素集成、上下游融通的产业生态,提升重

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元器件的稳定供应水

平.实施进口产品替代工程,围绕国家高度依赖进

口的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领域,储备研发一批高

新产品.围绕产业链拓展配置创新链、供应链、要

素链、制度链等,打造全产业一体化链式发展格局.

完善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设

施,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建设质量强省.用足用好

省内消费市场空间,聚焦基本消费品、大宗消费商

品、装备材料工业用品,完善政府采购和公共消费

体系,构建门类齐全、竞争力强、地域特色明显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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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产业链.推进太原市国家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

点,培育省级供应链创新与应用重点企业.

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发挥承东启西、连南拓

北,处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节点的优势,

加快布局“岸、港、网”,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国

家级区域物流中心,打造融入国际商贸网络和全球

供应链体系的重要节点.布局省级示范物流园区

和专业物流基地,发展三级物流节点,构建以城区

为中心、园区为载体、城市社区和村镇为基础的多

层级物流网络.建立适应全球价值链的物流组织

体系和数据库管理,有序发展货运新业态.完善冷

链物流、智慧物流等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培

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

第二节　增强消费主引擎作用

把消费作为引领经济循环的主要驱动力,增强

消费基础性作用,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

当增加公共消费,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开

拓城乡消费市场,形成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供

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的良性循环.

发挥传统消费主体作用.高标准推进大型商

圈建设,改造提升步行街,打造便民消费商圈,加快

发展夜间经济、假日经济,建设多层次消费平台.

支持实体商业发展线上业务,推动互联网企业向线

下拓展,改建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推动品牌连

锁便利店下沉县域市场.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

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提升医疗、体育、家政、教育、养老托育等供给质量,

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统筹城乡商业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向农村延伸覆盖.加

强农村供销系统、邮政系统等物流服务设施的建设

与衔接,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城乡双向

流通渠道.

加快发展新型消费.大力建设“智慧商圈”,完

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积极培育跨境电商、

服务外包、直播零售、无人配送、网上教育等新业

态,壮大本土电商品牌.培育互联网平台企业,推

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无接触消费模式,推

广在线课程、互联网诊疗等服务,促进健身、旅游等

线上线下融合,探索智慧超市等新零售.加快农村

商贸流通数字化升级,加强农商互联农产品供应链

建设.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５G 网

络、物联网等优先覆盖核心商圈、产业园区、交通枢

纽,建设千兆城市,推进智能快件箱等终端建设

共享.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加强消费标准化建

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综合采取

风险监测、质量分析、缺陷产品召回、标准领航等措

施提升质量水平.落实和完善带薪休假制度,带动

节假日消费.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健全投诉维权

机制,引导电子商务经营者承担主体责任,营造安

全便利的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建设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覆盖全省的重要

产品追溯体系,向公众提供追溯信息一站式查询

服务.

第三节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树牢“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发挥投资在转变方

式、优化结构、转换动力中的关键作用,聚焦关键领

域和薄弱环节加大补短板力度,全面提高投资精准

有效性,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以高质量项目推动高

质量转型发展.

聚焦重点领域扩大投资.统筹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破瓶颈、补短板,实施一批重大战略项目建设.

聚焦“六新”持续谋划重大项目,牵引战略性新兴产

业快速发展.着眼提升基础支撑能力,抢抓国家布

局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机遇,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加快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农业农村、水利、能源

等重大工程建设.立足加强民生建设,在医疗教

育、应急平台、就业、健康养老、乡村振兴、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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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

持续开展转型项目建设.统筹建立谋划储备

项目、年度建设项目、转型标杆项目、重点工程一体

化推进体系,建好用好全省项目管理库,强化项目

全口径调度、全流程服务、全要素保障.开展转型

标杆项目攻坚行动,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投资,提升产业投资占比.持续推动项目签约、

开工、投产“三个一批”,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

项目早建设、建设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

推进开发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厂房等

建设,引导一般工业项目全部入园.完善投资项目

推进机制,深化六项常态化机制,加强常态化入企

服务工作力度,确保重大项目落地见效.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统筹政府投资管理,编

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发挥好政府投资在外溢性

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依法加强

政府投资资金统筹使用,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工

作,不断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深化投资项目在线

审批监管平台应用,优化在线办理流程.引导激活

社会投资,降低民间投资重点领域准入门槛,形成

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规范有序推进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引导社会资本通过特许

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开展合作.

稳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Ｇ

ITs)试点,形成良性投资循环.

第七章　实施数字山西战略,

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贯彻落实“网络强国”战略部署,抢抓新一代信

息技术创新发展机遇,全面立体构建全省数字经济

发展体系,着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

数字化互促共进,加快数字山西建设,推动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

第一节　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

坚持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我省高质量转型发

展的重要引擎,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强化基础

设施支撑,加快示范平台建设,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一批在全国有

影响力的数字技术应用先导区、数字产业发展集

聚区.

加快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实施信创“一号

工程”,重点研发攻关工控系统可信安全环境构建

等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着力突破大规模数

据信息可控采集网、基于深度学习的工控机器视觉

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施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

范项目、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等,推进数字新技

术、新模式规模化集成应用.

打造形成数字经济新实体.支持开发区、产业

基地等引进培育数据龙头企业,建设一批省级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基地.加快构建智慧开发区云

服务平台,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园区管理与服

务数字化以及园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开发区产

业发展、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智能化.

建设虚拟产业园和产业基地.加快规划布局

数字类产业园区,引入专业运营服务机构,建设各

类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产业、资本、技术、人才、数据

等要素的集聚、优化、共生.加快国家级大数据产

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引导大数据融合应用产

品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积极整合山西知网

等省内重点企业优势,在无人驾驶、空间地理、健康

医疗、煤矿电力、知识挖掘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国

家级专业数据资源集,打造全国领先的基础数据产

业聚集地.

第二节　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

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重

大项目为牵引,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提高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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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

培育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鼓励省内龙头企

业、国内互联网领军企业联合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平

台生态.推进制造业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制造业

龙头企业建设私有云、行业云或区域公共云服务平

台,构建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生

态.提升农产品产销全链条数字化水平,实现“从

田野到餐桌”的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众包、云外

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

着力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智能制造为主

攻方向,加快推动装备、生产线和工厂的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改造.适应新经济发展,健全完善所

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生产资料管理新制度,推动生

产资料数字化和生产资料使用权共享.发展基于

新技术的“无人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服务降本增

效.鼓励公有云资源、生产设备等共享,促进数据

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高

效化利用.支持具有产业链、供应链带动能力的核

心企业打造产业“数据中台”,推动订单、产能、渠道

等信息共享,以信息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

协同联动.

第三节　加快推动治理数字化

深化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

理、民生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构建数字生活新服

务体系,加快实现经济社会智能化转型.

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围绕城市公共管理、公共

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建设“城市大脑”集群.推

进智慧城市管理,促进市政公用设施、园林绿化、环

境卫生、综合管廊等城市设施数字化展示、可视化

管理.开展省级智慧社区示范工程,培育未来社区

建设试点.大力发展“AI＋安防”,加快安防产品

智能化升级,构建立体实时的安防体系.重点推进

太原市、晋城市、阳泉市新型智慧城市等项目建设,

提升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

开展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和

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推广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提

高农机信息化水平,建立农产品和投入品电子追溯

监管体系.分级分类开展数字生活新服务样板城

镇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建设数字生活新

服务先行区,引导建设数字生活新服务特色镇,推

动提升全省数字生活新服务发展水平.

构建数字民生体系.建设全省交通大数据中

心,整合各类交通数据,实现交通大数据智慧应用.

大力推进数字教育,引导建设智慧校园,创新教学、

教研和管理方式.构建“互联网＋教育”一体化大

平台,打造“品牌数字学校”.支持开展“互联网＋”

健康咨询、医疗、护理、药事等服务,推动健康医疗

大数据发展应用.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建

设,持续推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提升体育公

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构建公共体育场馆智慧化运营

体系.

提高数字政府水平.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重

塑政务信息化管理架构、业务架构、技术架构,构建

大数据驱动的政务新机制、新平台、新渠道,推进政

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推进电子政务云建设,打造山西政务服务一体化综

合平台,加快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深化“互联

网＋政务服务”,建设完善省级政务云平台,推动部

门数据资源向省级政务云平台集聚,打响“一网通

办”山西品牌.提升司法服务智能化水平.建设全

省“互联网＋监管”系统,提升政府统计监测和决策

分析水平.

第四节　加快推动数据价值化

实施数据资源共享工程,加快数字经济创新要

素高效配置,构建数据基础服务体系,提升数字化

治理能力,安全有序推动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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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价值转化.

规范数据采集与共享.统一编制全省政府数据

资源目录,建设数据采集系统.建设政府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完成全省人口数据库、公共信用信息库、法人

数据库、宏观经济库、空间地理库、电子证照库等基础

数据库和业务专题库建设,基本实现跨部门、跨层级

数据资源共享.推动政府部门、公共企事业单位公共

数据向社会开放,建立公共数据资源负面清单,建立

健全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规

范,鼓励和引导社会化开发利用.

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统筹推进数据开

放共享和标准化建设,促进数据定价的标准化和数

据市场的规范化,构建集数据采集、清洗、标注、交

易、应用为一体的数据基础服务体系.创新数据要

素治理模式,加快形成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

利、个人有益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实现数

据要素资源价值深度挖掘和开发利用.

夯实数字安全基础.聚焦云服务与数据安全、

电磁防护、工控安全、特色生物识别等领域,积极布

局新型安全技术攻关,构建数字安全产业链.推进

工业信息安全态势感知能力建设,培育建设一批网

络安全技术、产品协同创新平台和实验室,推进国

产化数据安全产品研发与应用.强化数据安全和

个人信息保护,探索建设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安全监

管平台,提升网络安全风险防范和数据安全监管水

平.推动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同监管机制,建立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专栏９　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

　　数字经济.打造一批产业集聚度高、规模效
益显著的数字产业基地,着力推进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点建设百度
(山西)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业基地、大数据产业
园、智慧园区服务平台等项目.

数字社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趋势,着力
推进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重点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疗卫生共同体大数据平台、山西省智慧停车云
平台等项目.

　　数字政府.以“一朵云、一张网、一平台、一
系统、一城墙”为统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
链、５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政府决策、管理、服
务深度融合,重点推进中等城市数字化治理“驾
驶舱”示范、山西省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等
项目.

第八章　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按照“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城镇化新格局,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规模,

强化中心城市要素集聚力、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承载

力,聚力打造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核心引擎.

第一节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相统一原则,加快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

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新格局.

全面实施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国家主体功能

区战略,构建主体功能显著、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实施国家重大区域

战略,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筑造山清水秀、林茂

草丰的生态空间,严格控制开发强度,保持生态屏

障完整性.营造特色优质、美丽祥和的农业空间,

做优五大河谷盆地规模农业生产区、做特吕梁山和

太行山两山地区特色农业生产带.打造集约高效、

宜居宜业的城镇空间,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

高质量空间格局.以能源供给结构转型为重点,以

现代能源体系为目标,科学合理布局能矿发展

空间.

强化国土空间监测监管.统筹建设省、市、县

三级国土空间规划监督信息系统,建立“多规合一”

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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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体系,提高规划实施监管水平.以国土空间

规划为依据,实施分区分类用途管制,城镇开发边

界内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方式,城镇开发

边界外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

分区准入”的方式.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重要水源地、文化遗产地等特殊区域,建立省内

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效

考核机制,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

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第二节　加快“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城镇化建设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以

太原都市区、省域副中心城市、市域中心城市建设

为载体,打造区域中心增长极,构建一主引领、三副

联动、六心协同的新格局.

构建太原都市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加快推

进太原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拓展城市空间,努力建

设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开放高地,打造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高

质量建设“五大中心”,全面提升太原都市区国际化

水平,举办承办国际会展国际赛事,打造国际经济

走廊重要节点、国际化现代服务中心和消费中心.

发挥科研院所集中优势,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壮大楼宇经济、枢纽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建设“六

新”突破先行区.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

推进,厚植城市生态本底优势,再现“锦绣太原城”

盛景.建设太原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提升参与全

球全国资源配置能力.增强太原在世界城市网络

体系中的节点地位,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区

域中心城市.

推动省域副中心城市提质扩能.因地制宜发

展大同、长治、临汾省域副中心城市,建立完善副中

心城市非均衡发展机制,支撑和带动晋北、晋东南

和晋南地区组团式发展,打造联动周边跨省区域的

高能增长极.大同市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陆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打造东向对接京津

冀、融入环渤海的门户,形成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

作区核心枢纽城市.长治市建设全国创新驱动转

型的示范城市、生态引领的太行宜居山水名城,打

造向东开放、承接中原城市群的枢纽型城市.临汾

市建设黄河流域绿色崛起转型样板城市,打造晋陕

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

支持市域中心城市特色发展.按照“发挥优

势、突出特色、分工合作”思路,推进市域中心城市

差异化发展.运城市深度挖掘历史文化,着力优化

核心区功能布局,加快融入关中平原、中原城市群

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协作区,大幅提升发展位势和

区域影响力.晋城市利用文旅资源密集和光机电

产业优势,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位,打造通往中原

城市群的门户城市和对接长三角地区的桥头堡.

阳泉市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打造晋东区域中心城

市和生态经济核心区、东向对接京津冀的门户城

市.朔州市依托桑干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优势,建设

具有塞北文化特色、自然精致的园林城市.忻州市

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产城融合水平,加快融入京津

冀,对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吕梁市统筹平川与山

区开发、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向西对接陕蒙两省

区,建设辐射晋陕蒙的晋西中心城市.

加强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突出城市特色定位,

深化协同联动发展,共同形成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源系统.充分发挥太原都市区核心引领作

用,推动太原市与副中心城市合力打造要素有序流

动、功能互为补充的“四大枢纽”城市,建设环太原

市际快速通道.提升市域中心城市与主副中心城

市协作水平,阳泉市、吕梁市、忻州市主动融入太原

都市区发展格局,朔州市强化与大同市协同发展,

运城市与临汾市共同构成晋南地区对接关中平原

城市群、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城市,晋城市

加强与长治市在基础设施、旅游开发、区域协同方

面的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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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面提升城市内涵品质

坚持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品质化发展,推

动资源型城市全面转型,建设充满创新活力、富有

特色魅力、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

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

进城市“双修”工程.科学谋划、量力而行建设城市

新区,提升优化老旧街区.健全城市设计实施机

制,延续城市文脉,建设品牌性地段、景观、建筑,打

造“城市客厅”,塑造特色风貌.优化城市生活功

能,推动交通、政务、能源、城建等基础设施智能化

改造升级,打造便捷快速生活圈.因地制宜建设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海绵城市.实施城市安全环境和

防灾减灾工程,完善城市应急设施,提升城市韧性.

加快城市精细化管理,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

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以创建文明城市为抓手,形成

向上向善、和谐有序的城市文明风尚.

完善住房市场和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因

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持商品

住房供应有序、结构合理、价格平稳,加快发展租赁

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规范租赁市场秩序,补齐租

赁住房短板.规范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探索发展保

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进一步完善住房市

场和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

善人才房政策支撑,加快建立产权型和租赁型并举

的人才住房保障机制.

专栏１０城市更新九大工程

　　环境整治工程.深化“两下两进两拆”专项
整治,推进“三延伸两提升”,强化城中村、城乡结
合部环境治理,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开展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行动.

风格塑造工程.加强城市设计,打造错落有
致的城市天际线和体现地域特色的建筑风格.

路网畅通工程.优化城市交通路网,完善城
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布局,构建“窄
马路、密路网”城市交通网络,分门别类整治老旧

街巷道路,提升交通效能.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围绕完善城市功能、提

升住房品质,重点做好市政设施配套、建筑节能

改造、加装电梯、周边绿化照明、停车库(场)、消

防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城市客厅”打造工程.以公共建筑集中区、

主要商贸区、历史文化街区为重点,打造一批精

品工程,建设高品质城市特色片区.

城市文脉保护工程.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深化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研究,推进历史

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完善城市排水防涝设

施,科学布局雨水调蓄设施,增强道路绿化带雨

水消纳功能.重点建设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潇河产业园区综合管廊等项目.

智慧城市建设工程.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智能化,建

设省、市两级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县级

数字城管平台全覆盖,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

文明城市创建工程.开展文明城市创建,规

范城市管理执法,倡导文明新风.

第四节　高质量建设大县城

深入实施大县城战略,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引导优势要素

资源向县城集中,大幅提升就地城镇化水平,增强

辐射带动乡村发展能力.

强化县城集聚辐射带动能力.以县域发展差

异化、产业发展特色化为方向,统筹旧城整修、新城

建设和园区扩展,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优势

产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向县城集聚,加快县域产业向

园区集聚,培育特色产业生态圈.全面改善县城风

貌,集中整治和改造县城内老社区、老街区、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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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中村等,建设一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

气息的县城新区.持续加强国家级、省级重点镇建

设,促进区域性重要农村集镇建设.

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实施公共服

务设施提标扩面、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产业培

育设施提质增效、补短板强弱项示范等重点工程,

推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环保等公共设施和服务

资源在县域内实现优化配置,加快形成县域统筹规

划布局、县乡功能衔接互补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

县城对经济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支

撑作用.

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优化空间布局

和用地结构,做精做强主导特色产业,加快聚合产

业、社区、文化、旅游等综合功能,建设一批先进要

素集聚、产业专精特新、产城人文融合、富有发展活

力的精品特色小镇.推行清单式管理和创建制培

育,加强激励引导和典型引路,强化底线约束和规

范纠偏,推进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为新型城镇化

战略提供新的载体支撑.

专栏１１　特色小镇重点培育工程

　　文化旅游类特色小镇.创新发展影视创作、
新闻出版、演艺会展、研学等业态,培育红色旅
游、文化遗产旅游、自然遗产旅游、森林旅游、房
车露营、康养等服务,打造富有文化底蕴的旅游
景区、街区、度假区.

体育运动类特色小镇.重点发展球类、冰
雪、水上、山地、汽车摩托车、航空、马拉松等运动
项目,培育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健身休闲、体育场
馆服务、体育培训教育等业态,打造体育消费集
聚区和运动员培养训练竞赛基地.

先进制造类特色小镇.聚焦生物、新材料、
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加强先进适用技
术应用和设备更新,推动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发展工业旅游和科技旅游.

科技创新类特色小镇.整合各类技术创新
资源及教育资源,引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分支
机构和职业学校,发展“前校后厂”等产学研融合
创新联合体,打造行业科研成果熟化工程化工艺
化基地、产教融合基地和创业孵化器.

三产融合类特色小镇.集中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林下经济、民宿经济、农耕体验等业态,加强智慧
农业建设和农业科技孵化推广.

第五节　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关键,深

化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

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机制.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实

施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

量挂钩政策,探索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

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完善基本

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稳步推进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加快制定财政、

金融、社会保障等激励政策,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入

乡创业,引导工商资本下乡.

建立基础设施一体化体制机制.以市县域为

整体,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护.健

全城乡基础设施分级分类投入机制,积极引入社会

资本投入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开展城乡基

础设施项目整体打包一体化建设试点.合理确定

管护运行模式,对城乡道路等公益性设施管护和运

行投入纳入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推进城乡垃圾污

水第三方治理模式试点,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推进专业化市场化运行管护.

第九章　实施农业“特”“优”战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夯实农

业农村发展基础,以三大省级战略为引领,以农产

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为支撑,以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为底线任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实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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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放绿色融合富民发展,促进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

第一节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坚持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全政策链扶

持,大力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开展第

一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农业加快由生产型向市

场型转变、家庭型向融合型转变、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靠山吃山型”向“两山理论

型”转变.

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把稳粮保供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和战略安全底线,严格落实“米袋子”

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保障重要农产

品供给安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开展种源

“卡脖子”技术攻关,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

用.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

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开展以渠道

防渗、管灌、微灌为主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

代化改造.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引进选育新品种,

稳定小麦、玉米、杂粮等粮食产量.大力发展高效

设施农业,强化良种、良法和良机配套,统筹各类重

要农产品生产,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向现代

农业转变.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加强重大病虫

害防控,新建一批国家级全程高标准病虫害绿色防

控示范区.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加快发展现代特色

粮食产业.加强粮油应急保障网络、仓储物流、检

验检疫等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构建省市县统一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和追溯信息平台.推动农

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强化农业气象服务,提高农

业风险保障能力.到“十四五”末,粮食总产量达

１５０亿公斤左右.

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优化有机旱作区域

布局,依托雁门关、吕梁山、太行山、上党盆地、汾河

平原等重点区域,创建国家有机旱作农业科研和生

产试验区、有机旱作自主创新示范区,打响有机旱

作农产品品牌和技术品牌.大力实施耕地质量提

升、农水集约增效、旱作良种攻关、农技集成创新、

农机配套融合、绿色循环发展、保护性耕作、品牌建

设、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信息化等“十项工程”,建设

１５０万亩有机旱作农业生产基地,推进全产业链发

展,推动有机旱作农业成为全国现代农业重要

品牌.

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合

理布局生产基地、产业链条、科技研发、加工园区、

综合服务、休闲旅游等功能模块,培育壮大酿品、饮

品、乳品、主食糕品、肉制品、果品、功能食品、保健

食品、化妆品、中医药品等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

业集群.实施产业集群建设六大行动,加快培育和

引进加工型、科技型农业龙头企业,规划建设各类

加工园区,有效发挥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的集聚辐

射带动效应,推动精深加工产业集聚集约发展.实

施品牌强农行动计划,强化精深加工产品品牌推

广,升级山西药茶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打造全国第

七大茶系,助推特优产品占领中高端市场.到

２０２５年,力争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年产

值达１７００亿元左右.

专栏１２　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六大行动

　　“群－链－院”共建行动.依托山西农业大

学、山西中医药大学等建成１０个以上产业研究

院(创新中心),打造１０条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

志性特色优势产业链.
数字赋能行动.依托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

产业集群,建设１０个产业互联网平台.鼓励利

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设“智
慧集群”,支持企业建设基于互联网的“双创平

台”,构建产业链创新业态.
科技创新领航行动.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

(山西农谷)、国际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

类创新中心(院所、联盟),推动形成一批高价值

创新成果和技术组合,形成重大科技成果突破

５０项,推广实用技术３０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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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培育雁阵行动.培育行业领先、具有较

强国际国内影响力、具备一定行业标准话语权的

“领军企业”１０个,培育细分领域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冠军企业”１５０个,培育中小微企业１０００
个以上,形成金字塔式企业成长梯队.

品牌标准提升行动.推动企业建立健全质

量管理体系,主导制定修订一批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打造国家级区域公共品牌５个、企业品牌

２５个、产品品牌１００个,打造省级区域公共品牌

２０个、企业品牌５０个、产品品牌２００个.
集群建设尖兵行动.强中选优,培育选定

１００个标杆企业、１００个标杆园区和１００个重点

项目,发挥尖兵作用,领跑产业集群建设.

第二节　深入实施三大省级战略

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农为导向,以三

大省级战略引领农业转型发展全局,用好“南果中

粮北肉”出口平台和“东药材西干果”商贸平台,让

更多山西优质产品走出去.

高水平建设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大

力推进谷城院一体化、产学研用贯通发展,着力建

设全国健康食品和功能农业综合示范区、科技产业

孵化示范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产品加工物流

集散区,打造全国现代农业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

才高地、开放高地和农村改革先行区.加快科创基

地、功能食品加工基地、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基地、山

西农谷总部基地、中国农科院山西农谷花卉蔬菜科

研基地等五大基地建设,布局国家一流农业科学研

究实验室,加快农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建成全国

农产品高品质精深加工发展引领示范区.

深化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建设.统筹晋

北肉类出口平台和肉制品、乳品产业集群建设,实

施粮食稳定发展、特色产业提质、饲草饲料发展、畜

牧业产业提升、生态安全保护、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等六大工程,打造北方农牧交错带结构优化样板

区、京津冀地区优质农畜产品供应区.建设现代饲

草料产业体系,支持朔州、大同建设优质牧草区,培

育高产奶牛核心群,发展一批高标准生态牧场.加

快大同肉制品产业等集聚区建设,促进草食畜牧业

提质增效.

加快运城水果出口平台建设.坚持特色优势

引领,厚植产业基础,建设出口标准园,提升运城优

势农产品出口检验检疫服务平台功能,建成全国重

要的绿色果品生产出口基地和贸易平台.提高加

工能力,扩大出口品种和规模,培育出口企业集群,

健全营销体系,打造知名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完

善仓储物流体系和专业化服务水平,构建全产业链

智慧果业平台,促进全省果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专栏１３　现代农业重大工程

　　产业提质重点项目.围绕提升特色优势产
业核心竞争力,建设一批重点园区、重点项目,重
点推进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山西药茶产
业、山西省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等.

冷链物流建设项目.支持冷链储运设施建
设,发展智慧物流配送,重点建设太原现代物流
冷链仓储基地、晋中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等项
目,促进农产品流通便捷化.

出口(商贸)平台项目.推动运城水果出口
平台建设,提升特色果品地域品牌影响力.实施
山西(忻州)杂粮出口平台建设,打造山西“杂粮
王国”、忻州“中国杂粮之都”品牌.全面开展晋
北肉类出口平台建设,持续推动大同陆港北肉冷
链进出口加工产业园.依托山西(长治)中药材
商贸平台,着力打造华北中药材集散中心.推动
山西(吕梁)干果商贸平台等建设,形成高效示范
基地干果经济林产区.

第三节　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按照“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农村生活设施便

利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强化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农业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家园.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规划布局,统

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

风貌.统筹布局农村饮水基础设施建设,在人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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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中的地区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推进城乡供水

一体化.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增加１０千伏线

路供电能力和户均配变容量.大力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着力实施拓宽提质改造工程.加大农村

物流网络布局,完善农村物流网络节点建设.加快

农村数字通信提升工程建设,推进光纤到村入户.

建立健全农房建设规范和标准,提升农房建设

质量.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农村学校布局,

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全面提升农村教学条

件.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

展.加大乡镇卫生院全科或助理全科、中医等短缺

人员培养和培训力度,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建

设一批集矛盾调解、金融服务、物流配送、网络代

办、图书阅读、就业服务、卫生医疗、农村养老为一

体的多功能服务中心.大力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

建设,确保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覆盖全体农村居民.

加快农村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提高农民科

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提质行动,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开展就地分类、源头减量试点.梯次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优先解决乡镇所在地和中心村生活污水

问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持续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集贸市场等卫生公厕建设改造.因地制宜对现

有农房院落、乡村道路及周边设施进行特色风貌整

治.加快入村入户道路、公共照明设施建设.实施

乡村绿化美化工程,积极创建森林小镇和生态文化

村.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开展全国乡村治理体

系试点.

第四节　深化农村重点改革

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

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创新推动农业农村综合改革,着力破除制约农

业农村发展问题,健全新时代“三农”制度框架和政

策体系,进一步激发乡村振兴的动力和活力.

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落实农村承包

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扎实推

进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工

作.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入推进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立土地公共利益用

地认定机制,缩小土地征收范围.发展壮大转型农

村集体经济.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开展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示范创建,探索所

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严格农村宅

基地管理,加强对乡镇宅基地审批管理指导,防止

土地占用失控.全面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开展

农业生产托管示范县创建.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巩固拓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扎实做好“后半篇文

章”.全面加强集体资产监管,持续探索农民股份

权能有效实现形式,加大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培训

力度,充分释放改革红利.积极探索村村(企)联

合、以资定股、集中经营、抱团发展等模式,进一步

拓宽村级集体经济收益渠道.维护进城落户农民

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引导

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相关权益.深入

推进集体林权、农业水利设施产权等领域改革.加

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深入推进生

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统筹推进“三支队伍”改革.健全市场决定农

技、农经、农机服务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落实落地

“三支队伍”市场化重组重塑,分步推进各层级改革

任务.全面推开省市县农技推广人员、农经管理人

员、农机推广人员在岗开展增值服务,提升整体素

质和服务效能.加快构建市场化社会化科技服务

力量为依托,开放竞争、多元互补、协同高效的农业

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涉农院校和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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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大力培育农业科技、科普人才,深入实施农业

科研杰出人才计划和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

建设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和龙头企业,带动全省农业

科技创新.

第五节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保持脱贫攻坚目标完成后５年过渡期内主要

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项分类优化调整现有帮扶政

策,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平稳转型、有序过渡,接续推动脱贫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实现脱贫攻坚、全

面小康、乡村振兴的有机贯通.

建立健全有效对接机制.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在政

策体系、规划项目上有效衔接,保持财政、金融、“三

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兜底保障等政策力

度只增不减.完善农村低保制度,适度提高覆盖范

围,稳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缴费机制,兜牢丧失劳动能力人员基本生活保障

底线.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和监督,发挥资

产效益.建立健全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提升机制,培

育特色优质产业体系.

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全生命周

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兴产业、抓培训、强教

育,落实好保障性兜底政策.依托农产品精深加工

十大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快产业

项目全域覆盖、集群发展.精准开展农村贫困劳动

力技能培训,深化“吕梁山护工”“天镇保姆”等劳务

品牌,稳岗拓岗提高就业层次和工资性收入.强化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加强安置区产业培育和就

业帮扶,加快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加强社区治理服务,促进搬迁群众社会融入.

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巩固提升工程,建设一批旅游扶

贫示范村,打造旅游精准扶贫典型样板.深化拓展

生态帮扶,同步推进绿化彩化财化,实现增绿增收

增效.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

工代赈方式,持续增加务工群众收入.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建立巩

固成果防返贫大数据监测平台,强化对脱贫县、脱

贫村、脱贫人口动态监测,持续跟踪收入变化和“两

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及时帮扶,动态清零.用

好防贫保险,防止返贫和新的致贫.坚持普惠和倾

斜相结合,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制度,进一

步强化低保、医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残疾人帮扶

等综合性兜底保障措施,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

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社

会组织、个人广泛参与帮扶.

第十章　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战略,

构筑体制机制新优势

聚焦改革开路、制度开放,擦亮国家资源型经

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金字招牌”,发挥好重

大改革的突破性、先导性、牵引性作用,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更深层次的改革引领转

型,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发展,率先构筑全面转

型的体制机制,建设走在时代前列的转型综改“新

特区”.

第一节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改

革发展,培育更多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精准推进国有资本“进退流转保”,推

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集中.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省属国企“六定”改革机制

化、常态化,开展企业高管、科技人员及员工持股和

期权激励试点,实行企业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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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优胜劣汰机制.分层分类

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省属国有资产资本化和

证券化水平,培育打造一批引领转型的国企旗舰劲

旅.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推动

完成省政府直接授权省国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

职责,开展国资监管地方立法,健全完善风险防控

体系.加快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和市县

国企改革,推动市县国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进党建工作

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全面落实放宽民营

企业准入的政策措施,加快清理与企业性质挂钩的

行业准入、资质标准、产业补贴等规定,为民营企业

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

权和企业家权益,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健全民营企业发

展促进机制,加大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

为中小企业招才引智开辟绿色通道,推动中小企业

“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促进民营企业

做大做强.完善领导干部联系帮扶民营企业制度,

营造支持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提升开发区改革创新能级.深化“三化三制”

改革,持续开展开发区管运分离试点改革,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开发区建设运营.探索“工业邻里中

心”模式,由开发区统一建设并向入驻企业提供配

套设施服务,切实降低用地、用电、用气等要素成

本.支持开发区与国内外发达地区、优势企业、高

等院校合作共建产业合作园区,探索异地孵化、飞

地经济、伙伴园区等合作机制.积极推进发展较好

的省级开发区等创建国家级开发区.复制开展“亩

均论英雄”改革,强化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税收强

度考核.

专栏１４　深化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体制机制改革

　　推进重塑性改革.争取以山西转型综合改
革示范区为主体申报设立国家级新区,建立扁平

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授权直达”机制,实现放权、
授权“两到位”.健全“小管委＋大公司”组织结
构,构建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招商体系.

发挥集聚引领作用.优化产业空间资源配
置,强化产业链条、扶持重大项目、“腾笼换鸟”等
措施,构建“２＋９”千百亿级现代产业集群.完善
园区土地开发利用机制、创业奖励制度、创新人
才引入机制等,引导标志性引领性特色性产业
集聚.

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普惠类政策清单
化、培育类政策“公式”化、协议类政策“字典”化、
“３＋２６”思想指引＋体制机制政策制度体系２０
版等创新成果.推广“一网通办”升级版、“不见
面审批”等互联网＋审批先进经验.拓展应用智
慧政务、智慧工地、智慧应急、智慧执法、智慧环
保等模块以及智创城运营服务模式.

第二节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深化市场化改革,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

产力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

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

诚信、高效有序,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

全面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的现代产权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产

权司法执法保护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在要素获取、准

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

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建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策协调机制.加

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开展跨部门联

合执法,严厉打击制假、侵权等破坏市场秩序行为.

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深化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

等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加快完善土地管理

制度,优化用地指标分配方式,实施建设用地“增存

挂钩”机制.完善人口流动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建

设全省人力资源大市场.培育技术要素市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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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

革,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维护要素市

场价格秩序.完善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强化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

鼓励要素交易平台与各类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合

作,形成涵盖产权界定、价格评估、流转交易、担保、

保险等业务的综合服务体系.

第三节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抓住国家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扩大产业开放的

有利机遇,着力补齐外资外经外贸短板,以制度创

新提升开放水平,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

度型开放迈出更大步伐.

高起点申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把申建中国(山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抓手,规划

布局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建设,以山西转型综合改

革示范区潇河产业园为核心,以阳曲、太谷为副中

心,重点打造以合成生物新材料产业为特色的自由

贸易试验区,大力推动服务业开放.全面推出一

批制度创新成果,申报和建成高端产业集聚、贸

易投资便利、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辐射

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试验区.

推动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等率先复制推广上

海、深圳前海等自贸区以及海南自贸港先进经

验.推动太原创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城市.

增创外贸竞争新优势.紧抓«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带来的新机遇,加强与日本、

韩国合作,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依托山

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加速集聚外向型产业、贸

易型企业总部、贸易促进机构和行业组织等各类外

贸主体,建设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完善产业集聚

区外贸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培育一批产业外向度高

的国家级、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创造性落实稳

外贸政策措施,实施外贸主体倍增行动计划,开展

“五个一批”、小微企业“千企培训”、行业龙头企业

培育等专项行动,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外贸主体和进出

口总额双翻番.

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建立有效对接中欧投资

协定政策机制.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务实合作,争

取国外低成本资金,助力我省转型发展.全面实施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强化外商投资要素保

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引进一批外资企业或

研发机构.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健全促进和

保障境外投资的政策和服务体系.推进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和应用,拓展上线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新功能模块,推广金融保险、出口退税功能.

全面实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提高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推动重点开发区引进国际产业链

关键节点企业,实施一批龙头型旗舰型重大外资项

目,建设高质量利用外资集聚区.积极稳妥开展境

外投资.

第四节　构建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格局

树立内陆和沿海同处开放一线的理念,坚持对

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联结用好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加快推进开放大通道大平台建设,培育开放

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积极与国内外

地区开展宽领域、深层次、多形式的合作交流,实现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大商圈建设.强化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内陆国际邮件互换中心.促进中欧(中亚)班列实

现双向常态化运营,积极争取将中鼎物流园纳入国

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探索开行太原至明

斯克、塔什干、马拉舍维奇等固定班列.开通到京

唐港、天津港、连云港、青岛港等主要港口的常态化

铁水联运班列,打造区域性航空枢纽.推进国际产

能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一批产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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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示范区.加快推进晋非经贸合作区、马拉维物

贸园区、“一带一路”(祁县)中小企业特色产业合作

区建设.加快布局晋品境外营销网点,支持大型商

贸企业建立进出口商品采购分拨中心.

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全面融入中部

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精准

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全面加强科技、产业、

人才、教育、生态环保、文化旅游等各领域合作.以

产业发展协作配套、科技协同创新为重点,加强与

京津冀联动发展.以承接产业转移为抓手,深化与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交流.主动承接东部产

业转移,建设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紧抓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机遇,强化与中部省份协作发展.

以生态环保联防联治、区域产业联动合作为重点,

加快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

不断拓展与港澳台交流合作.把深化与港澳

台交流合作作为促进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用

好港澳台资源和市场,重点开展金融平台、技术咨

询、人才交流、专利授权等方面务实合作,加大产业

转移承接力度.加强联络沟通机制建设,扩大香港

在晋投资成果,推动与澳门、台湾的双向投资.做

强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中国五台山佛

事用品博览会和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等展会

品牌,高水平办好“问祖炎帝、寻根高平”海峡两岸

神农炎帝经贸文化旅游招商系列活动,稳定经贸,

增进团结,凝聚共识,合力建设服务转型、互利共赢

的晋港澳台合作高地.

积极开展民间对外交往.自觉服从国家总体

外交大局,协同统筹外事外经外贸外资外智,加强

与世界各国民间交往,不断扩大山西“朋友圈”,努

力把我省对外工作力量打造成国家对外工作资源.

深化重点领域、优势领域务实合作,打造山西品牌

丝路行等对外经贸交往品牌,支持山西文化艺术和

媒体“走出去”,在国外举办“山西日”等主题交流活

动,加强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医疗卫

生、文化旅游、能源环保、城市建设管理等方面互利

合作,提升民间对外交往服务转型发展水平.建设

国际化宜居环境,吸引海外晋商晋才、华侨华人和

外国人来晋创新创业、旅游、留学,培厚投资兴业新

热土.讲好“山西故事”,加大宣传宣介力度,全面

提升我省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

提升对外开放平台功能.拓展提升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开放平台功能,完善大同、临汾、阳

泉国际陆港铁路口岸作业区.发挥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作用,促进外向型企业集聚,推动跨境

电商、服务外包、国际物流和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发

展.推动太原武宿综保区二期建设,拓展兰花、方

略、大同、阳泉等保税物流中心功能,支持华远国际

陆港集团优化空间格局,打造“一核三港五园六中

心”.大力推进中国(太原)、中国(大同)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

专栏１５　对外开放平台重大工程

　　国际合作园区建设工程.以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为统领,以４个国家级开发区为支
撑,重点创建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中德合作
园区、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通用航空国际合作园
区、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合作园区、晋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中日光电国际合作园区等.

物流枢纽功能提升工程.着力构建“１３５９”
立体物流空间发展格局,以太原国家物流枢纽为
中心,充分发挥大同、长治、临汾３个国家区域物
流节点城市支撑作用,加强与京津冀及东部、南
部、西部地区产业对接,重点布局制造业、农产
品、邮政快递、医药、大宗商品等５类专业物流基
地,畅通山西至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青银青兰、凭祥口岸、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二连
浩特、满洲里,以及“一点多线”航空等９条物流
大通道.

综合保税区提质工程.推动大同国际陆港
发挥保税物流中心(B型)作用,建设大同西北五
省平行进口车集散中心、晋北肉类供应链平台、
进口商品仓储及展示展销中心等设施,推动晋城
兰花(B型)保税物流中心增开铁水联运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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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深入推进全国

交通强国试点省建设,构建立体联网、内外联通、多

式联运、有机接驳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

连接京津冀、环渤海、中原等城市群的高铁网络,实

现“市市通高铁”.继续推进“公转铁”运输结构调

整工程.有序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加快山西转型综

合改革示范区磁悬浮项目建设.健全公路网络,打

通高速公路出省口、断头路和重要连接线,加快推

进国省干线拥堵路段、城市过境路段、重载交通路

段提质升级,推动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

路和“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构建广覆盖的农村公

路交通网.构建“一干八支”运输机场格局,积极拓

展支线航空.提升民航运输服务能力,增加国际航

线通航城市,开通太原至日本、韩国国际直航,力争

开通太原至欧盟直航航线.加快通用机场建设,形

成全省通航基础设施主网络.推进太原至上海、广

州等有条件的城市航班“公交化”运营.深入推进

市域公交一体化.加快发展智慧交通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新技术,提升交通运输治理能力.

专栏１６　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重大项目

　　铁路重点项目.利用太中银铁路开行动车组
列车,建设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雄安新区至忻州、太
原铁路枢纽客运东环线阳曲西至太原南段新建工
程等高速铁路项目,开工建设太原至绥德、长治至
邯郸至聊城等高速铁路,推进韩城至河津至侯马至
晋城、运城至三门峡高速铁路项目、阳涉铁路电气
化改造等前期工作,开展大同至雄安、呼和浩特至
朔州高速铁路项目前期研究.

公路重点项目.建成静乐丰润至兴县黑峪
口、临猗黄河桥、朔城至神池、祁县至离石、隰县至
吉县、太原绕城高速公路义望至凌井店段、离石至
隰县、黎城至霍州、昔阳至榆次、运三高速三门峡公
铁黄河大桥连接线、晋阳高速改扩建等高速公路项
目,开工建设汾阳至石楼、临汾至沁水高速公路临
汾至浮山段、阳城至永济、朔州至静乐等高速公路
项目,推进二广高速公路太原寿阳连接线、黎城至
陵川、洪洞至大宁等一批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
加快国道２０７左权至黎城界、国道２０９吕梁新城区
段改线等一批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改造,推进太原至
忻州等城际快速路建设.

　　机场重点项目.完成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
新建朔州机场、晋城机场,推动运城、大同、长治、
临汾机场改扩建,建成芮城、阳高等通用机场.

城市轨道交通重点项目.建成太原城市轨
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推进１号线二期、２号
线二期、３号线等项目.

第五节　不断提升地方政府经济治理能力

创新政府经济治理的理念和方式,增强宏观调控

的前瞻性、科学性、协同性,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以政府有形之手促进市场无形之手更好发挥作用.

完善地方经济治理.健全适应高质量转型发展

要求的目标体系、政策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完善贯

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工作机制,健全财政、货

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等领域跨部门跨地

区综合协调机制.加强地方经济治理数据库建设,

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

识别和预警机制,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加强

社会预期管理.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构建导向鲜

明、全面高效的统计监测体系.探索县域集成改革

试点.

建立地方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约束和

绩效管理.创新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

共服务保障能力.落实地方税制改革和地方税收

立法工作,完善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健全政府

债务管理制度,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

作.牢固树立金融服务山西、服务转型、服务实体

经济的理念,把创优金融生态融入地方金融改革和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全过程.适时推动省属国有金

融机构战略重组,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深化农合机构和城商行改制化险,做强做

优地方法人银行,打造一流农商行城商行.完善地

方金融业态,补齐金融要素市场、基金业和风投创

投短板.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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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金融组织全覆盖、穿透式监管体系.建立金融

服务山西考核评价制度,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

化解、处置、问责制度体系.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持续深化企业投资项目

承诺制改革,深入推进“承诺制＋标准地”,实现企

业投资项目全覆盖,打造“承诺山西”名片.深化

“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加强“一网通办”“一窗通

办”,发挥审批服务改革集成效应.持续加大简政

放权力度,建立审批事项下放标准清单,力争实现

同类审批服务事项办理环节全国最少、流程全国最

优.加快推进“证照分离”全覆盖,推进行业经营涉

及的行政审批全面合并,实现“一业一证”“一企一

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覆盖全省的征

信系统,加快推进行业和市县信用体系建设,建立

健全信用承诺制度和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完善守信

激励失信惩戒工作机制,强化政府守信践诺.鼓励

信用服务产品创新和应用场景创新,构建诚实守信

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推进“信易贷”平台建设,

加强社保、水电煤气、仓储物流等信息归集,加强与

全国“信易贷”平台互联互通.

专栏１７　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

　　产业项目“全承诺、零审批”改革.在开发区
备案类项目实行“零审批”的基础上,核准类产业
项目原则上全部进入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
区,试行“零审批”管理,精简调整政府统一服务
事项１４项、企业承诺事项１１项,简化取消事项

１０项,实现开发区产业类项目“零审批”全覆盖.
基础设施项目“优流程、减审批”改革.对具

有核准事权的铁路、公路项目,根据其跨区域、线
性特点,精简调整政府统一服务事项３项、企业
承诺事项８项,简化取消１２项,保留审批８项,
压缩办理时限.审批类铁路、公路项目优化现行
项目报建手续.

“承诺制＋标准地”改革.实施新增工业用
地“标准地”出让,先行完成区域评价、设定控制
指标,实现通水、通电、通路、土地平整等开工基
本条件.到２０２５年,全省区域评估完成率不低
于９０％,区域评估成果１００％应用,项目报建审
批时间较现有时限平均缩短２/３以上.

第十一章　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熔铸发展软实力

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化人,繁荣文化事业,

壮大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体制,用好壮美自然风光、

不朽文化遗产、宝贵红色基因,充分挖掘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文化“富矿”,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

的地,打造中国文化传承弘扬展示示范区,用璀璨

文化之光照亮转型发展之路.

第一节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强

化宣传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为转型发展蹚

新路凝心聚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引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

贯彻,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深入挖掘尧舜德孝、关公忠义、能吏廉政、晋商诚信

等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

玉精神,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示范点建设.建立核心价值观入法入

规协调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山

西建设.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化高校

思政课改革创新,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教育,有效促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统筹社科院、党校、高校、科技创新智库和

企业智库、媒体智库、党政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

以及各类社会智库研究力量,加强与国内外高端智

库对接合作,构建新型智库体系.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化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开展山西道德模范

评选等宣传教育活动.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移风易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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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

范和团体章程.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建设、诚信社会

建设,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和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打

造“志愿山西”“诚信山西”品牌.

第二节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各

领域、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加快将文旅产业打

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富有特色和魅力的文化

强省、旅游强省.

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加强太原西山、朔

州右玉等省级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打造一批

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山西段)、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打造

高品质太行山旅游,构建长城、黄河文化遗产保护

廊道和文化旅游带.做优做强平遥古城、云冈石

窟、五台山三大品牌.大力创建乡村旅游示范村,

开发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构建贯通城乡景区的全

域旅游公路网,提升集宣传、体验、创意景观于一体

的“０km”新旅游地标,实现“城景通、景景通”.创

建“互联互通”智慧旅游网络,加快建设全域旅游云

平台.

打造“游山西读历史”品牌.做优“黄河、长

城、太行”三大板块,支持吕梁、临汾、运城等沿黄城

市打造黄河风貌展示区,支持忻州、朔州、大同等塑

造塞上长城品牌,支持长治、晋城、阳泉等挖掘太行

文化,做强烽火太行等红色旅游资源.提升“黄河

人家”“长城人家”“太行人家”影响力,打造“乐水、

尚城、崇山”品牌体系.推动文化与旅游、康养深度

融合,持续优化华夏寻根、黄河文明、佛教圣地、晋

商家园、边塞风情、关公故里、大美太行、红色文化、

康养佳地等精品线路.开发文化体验游、长城军事

游、红色经典游、工业遗产游等文旅研学新产品.

支持重点景区开发原创演艺精品,推出新媒体宣传

产品,讲好山西故事,弘扬三晋文化,让“华夏古文

明山西好风光”品牌走向世界.

加快建设精品景区.坚持“景区为王”,高品质

创建云丘山、壶口瀑布、晋祠、关帝庙、芦芽山、恒山

等５A级核心旅游景区.推动雁门关、平型关、娘

子关、王莽岭、老牛湾—乾坤湾、八泉峡等景区提质

升级.全面提升集散中心、民宿酒店、旅游厕所等

标准和质量,构建便捷、智能、安全、惠民的服务基

础设施.

推动文旅融合创新.推进重点城市历史文化

街区、主题文化公园等城市文旅功能区建设,打造

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推进创意街区、网红

景点、文化小镇等建设,打造太原动漫文化产业园、

中医药健康文化产业园等一批文化产业园区.实

施传统工美产业振兴计划,开发晋风晋韵特色文创

产品.开展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城市创

建,争创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试点.积极发展体育

游、森林游、通航游、冰雪游、自驾游、康养体育游等

新型旅游业态.强化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发展,建

设一批康养小镇,加快构建康养产品体系,打响“康

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建设全国重要康养旅游目

的地.以“文旅＋”促进多业态融合,培育引导旅游

服务产品融入会展、峰会、论坛.

培育文化会展产业.加快建设会展会议中心,

将太原都市区打造为“特色会展之都”.做优“山西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运城

关公文化旅游节”“大同云冈文化旅游节”等特色节

庆会展品牌.培育非遗文化、根祖文化、晋商文化、

农耕文化、药茶文化等新兴会展业态,吸引国际知

名会展品牌来晋办展,打造国内一流的文化会展

基地.

第三节　加强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

以上对五千年文明负责、下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历

史担当,坚持保护第一、守正创新,保护传承历史文

化,讲好文化故事,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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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旅有灵魂,不断提高山西文旅吸引力.

挖掘活化文化资源.系统开展华夏根祖、晋商

民俗、宗教古建、黄河长城、石窟造像等普查研究,

开展“考古中国”重大课题研究,构建完整的三晋文

化资源谱系.开展华夏文明起源、晋文化、北朝民

族融合、古建筑和彩塑壁画、青铜文化等研究,挖掘

三晋名城、名人、名胜、名典中蕴藏的文化故事.完

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与活

化利用,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评估,加强保

护历史城镇、村传统风貌.开展文化古籍研究阐发

活化,编撰一批历史文化典籍和重点图书.加大云

冈石窟保护力度,建设云冈峪历史文化长廊,加强

“云冈学”研究,推动“云冈学”走向世界.

完善文物保护体系.实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加强世界文化遗产、重要大遗址、重要文物建筑、革

命遗址遗迹保护利用,打造一批国家级文化地标和

精神标识.完善国宝级文物特殊保护机制,开展元

代及元以前古建筑覆盖性抢救工程,推进陶寺遗

址、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晋阳古城遗址等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构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文物、历史建筑等组成的历史

文化保护框架体系.开展革命文物密集片区整体

保护利用,支持晋城古堡文物密集区、武乡革命文

物密集区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规划建

设有特色的主题博物馆.实施文明守望工程.开

展山西古代文明数字化保护,建设山西文物资源大

数据库.布局建设一批文物保护省级科研基地和

重点实验室,培养专业文物修复队伍.

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加强非遗区域性整体保

护,以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核心,布

局建设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改造提升非遗传习

所和展示基地,构建非遗现代传播格局.持续打造

珐华器、推光漆、澄泥砚“山西三宝”品牌.高质量

开展工美大师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促进活化转

化,凝练具有时代特色的“山西文化记忆”.

专栏１８　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工程

　　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以推动核心城市与

核心景区联动发展为重点,打造(五台山－忻州)
国际文化康养旅游目的地、(大同—云冈石窟)国
际文化康养旅游目的地、(平遥古城—乔家大院)
晋中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

特色文化主题型旅游产品.重点建设黄河

文化遗产廊道(山西段)等项目,培育“游山西
读历史”精品旅游线路、“黄河魂”山水文化旅游、
“长城博览”长城文化旅游、“大美太行”红色生态

旅游、“古城新韵”古城文化旅游、“三个人家”三
晋乡村旅游等产品.

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系统培育工程.将世界

文化遗产、黄河文化标志符号、中华山水文化标

识区、红色文化标识纳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成
为国家文化地标和中华民族精神标识.

乡村文化记忆工程.以活态保护、展示传承

为宗旨,按照普查、细理、善存、展示、活用步骤,
梳理全省乡村历史脉络、文化烙印、发展轨迹和

乡风民俗等文化资源,建立乡村文化档案和数

据库.
非遗传承人保护工程.完善充实省级非遗

专家库,开展非遗传承人群培训工作,招募培训

非遗保护志愿者.运用“互联网＋”“非遗＋”,建
设非遗项目推广、展示、销售平台.开展非遗目

录编撰工作,实施非遗记录工程.
文物资源抢救保护工程.重点实施世界文

化遗产地保护提升工程,推进中国传统木结构研

究保护中心(应县木塔)项目.
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及展示利用工程.重点

实施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等保护修缮工程及太行

山、吕梁山、五台山、太岳山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

区网上展示工程.
文物数字化保护工程.加强文物资源大数

据体系建设,推进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回归.
打造文物线上展示传播平台.实施重点文物数

字化保护应用计划,开发文物数字化保护成果利

用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国宝级文物数字化保护利

用成果IP数据库.

第四节　创新文化服务供给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全面

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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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和高品质生活需求.

繁荣文艺创作生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发挥山西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杏花奖”“赵树理文学奖”等重

大奖项的导向激励作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繁荣中长篇小说创作、

舞台艺术精品创作等重大工程,打造更多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实施新时代

文化晋军人才工程,打造结构合理的文化文艺人才

梯队.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深化“五个一批”群众文

化惠民工程,做大做强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目录,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

建设,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完善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加强重大文化场馆建设.推动

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免费

开放.加强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管护.持续推

进城乡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实现文化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

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充分利用山西媒体智

慧云平台,为省级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和县级融

媒体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做强新型主流媒体,抓

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

体系,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健康的网

络文化,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省属国有文化和旅

游企业改革,打造文化旅游产业的旗舰劲旅,培育

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文化企业.

深入推进报业、广电、文艺院团、文化旅游、文资改

革,完善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艺术职

业院校与院团深度整合,建设山西美术、音乐、电影

学院等.

第十二章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建设践行两山理论示范区

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两山七

河一流域”为主战场,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原

则,山水林田湖草一体治理,治山、治水、治气、治城

一体推进,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转型发展蹚

新路的鲜明特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山西.

第一节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坚

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统筹黄河流经县

和流域县、沿黄沿汾区域协同发展,构建“两带两

屏”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全面提升黄河

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价值,推动黄河成为造福三晋

人民的幸福河.

有序开展水土流失治理.以沿黄区域为重点,

推进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黄土高原塬面保护工

程、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淤地坝建设工程、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水利水保项目等重点工程建设,

加快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以小流域为单元,山

水田林路统筹规划,坡沟梁峁川综合治理.开展清

河行动和滩区综合治理,逐步恢复河流生物群落系

统.加强林草植被和治理成果管护,推进黄河流域

护岸林工程、荒山绿化工程、晋西太德塬等固沟保

塬工程建设,全面预防水土流失.

扎实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完善水网架构规划,

推动大水网及骨干配套工程建设,实施中部引黄与

汾河连通工程,完善太原都市区供水体系,开工建

设大水网“第二横”滹沱河联通工程、小浪底引黄灌

区及城镇供水工程.推进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及山

西供水区供水工程前期工作.持续开展农村供水

保障工程、农村绿色小水电建设工程、大中型灌区

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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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完善防洪抗旱体系.实施黄河干流、中小

河流、重点山洪沟道及抗旱应急引调提水等工程,

完善黄河干流段、境内主要河流防洪体系,增强防

洪抗旱减沙能力.因地制宜建设淤地坝,形成以骨

干坝为主体、中小型坝协调配套的泥沙拦蓄体系.

提高堤防体系防洪标准,加强重点山洪沟道防洪治

理,实施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和水库清淤扩容

工程.加快建设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台.建立健

全黄河水资源管控体系,严格取水许可总量控制,

健全许可水量动态调整机制,提升水利智慧化

水平.

专栏１９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

　　黄河生态廊带工程.开展黄土高原塬面保
护工程、小流域治理工程、坡耕地治理工程、缓冲
隔离防护林带和水源涵养林带工程、河口生态湿
地建设工程、候鸟迁徙栖息廊道建设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程.

重点河流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对汾河、沁
河、涑水河等黄河流域重要支流进行生态保护修
复.加快水污染防治、河流源头保护、河道整治、
地下水超采治理、岩溶大泉保护,有效提升重点
河流生态修复保护水平.

黄河流域林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
林草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草原生态保
护修复治理、湿地保护与修复、黄河防护林体系
建设、省级森林乡村建设等工程,全面提高黄河
流域森林覆盖率.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开展黄河流域重
点地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地质灾害隐患(崩塌、
滑坡、可能失稳斜坡)治理;恢复地貌景观、生态
环境;恢复土地资源,耕地、林地面积不少于损毁
前的面积,土地质量进一步提升;推进黄河流域
水土流失治理,增强黄河流域水源涵养能力.

第二节　加强“两山”生态保护和修复

坚持高标准保护,全面推进森林、草原等生态

系统保护修复,大规模营造生态林,多树种配置景

观林,促进绿化彩化财化同步推进,增绿增景增收

有机统一,提高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构筑黄河中游

生态屏障和环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筑牢太行山吕梁山绿色生态屏障.全面推行

林长制,实施林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统筹推进太

行山、吕梁山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同步提速提

质.全面推进吕梁山生态脆弱区修复,深化太行山

环京津冀生态屏障区建设.健全沙地用途管制和

沙区植被保护制度,加大沙化土地治理力度.强化

矿山生态修复,推进大同煤矿区、平朔煤矿区等１３

个重点治理区和１４个一般治理区的修复工程.完

善以林长制牵引、以标准化实施、以市场化带动的

林草治理新体系.推进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

保护林草生态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科学开展

生态修复型人工影响天气活动.

加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积极推进太行山(中条

山)国家公园创建.统筹规划各类自然保护地.构

建自然保护地分级分类管理体制,建设一批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沙漠公园等自然公园.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程,加强对金钱豹和其他极小种群野

生动植物拯救性保护.开展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恢复,扩大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到２０２５年,初步

建成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

推动经济林及林下经济健康发展.以改良品

种和精细管理为抓手,加强核桃、红枣、仁用杏、花

椒等传统干果经济林和其他特色经济林基地建设,

对现有经济林结果树开展高接换优、品种改良等综

合管理,实现增产增收.对林分质量较好、集中连

片的沙棘、连翘、皂荚、杜仲等特色经济林进行改

造,建设木本中药材基地.扶持林药、林菌示范基

地建设.到２０２５年,建成一批特色经济林产业示

范基地、干果特色经济林示范县和以发展林药、林

菌为主的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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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０　太行山吕梁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林草生态修复工程.坚持分区治理分类施
策,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彩化财化,实施营造林工
程、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工程、特色经济林基地建设工程等.

林草资源保护工程.强化森林草原保护管
理,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地基础设施
及体系建设工程、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森林草
原防火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等.

第三节　推进“七河”生态修复治理

坚持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为核心,统筹水资

源节约利用,开展水生态评估,维护水生态安全格

局,实现七河清水永续长流.

实施“七河”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划定河源水

源涵养区和河湖水生态保护区,维护河源的生态功

能稳定性.依托“五水济汾”工程,增加汾河生态流

量.实施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重点推进

娄烦、古交段生态保护与修复,汾河百公里中游示

范区段生态修复及潇河流域综合治理,再现古晋阳

“汾河晚渡”美景.实施汾河干流生态保护与修复、

汾河入黄口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工程,实现“水量丰

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在以桑干河、大

清河、滹沱河、漳河为重点的京津冀上游地区,以沁

河、涑水河为重点的黄河中游(山西)地区,重点推

进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开展水生态环境修复工

程.在主要支流源头设立河源保护区,加大水源涵

养林建设.因地制宜在污水处理厂出口、支流入干

流口、河湖入库口等关键节点设置人工湿地水质净

化工程.开展七河流域水生态状况调查,实施水生

态系统健康评估.

统筹推进“五水综改”.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强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

取向,全面推动水源、水权、水利、水工、水务“五水

综改”,建立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现代化治水体

系.实施水资源全域化配置,优化用水结构.开展

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建立水权交易平台、加快

形成水市场.创新投融资机制,构建政企协同、投

资多元的供水保障新格局.提高水利工程管理现

代化水平,打造一流水务旗舰企业.拓展城乡供水

一体化,贯通水务供排一体化,促进城乡水务提档

升级.

开展“五湖”生态保护和修复.以“五湖”为重

点,打造良性循环的健康湖泊生态系统,使三晋明

珠重焕生机.加强晋阳湖湖泊空间管控和岸线用

途管制,实施河湖连通工程,保持湖区天际线和山

际线.持续开展漳泽湖库区“清河”专项行动,实施

岸带与林带等绿化建设,推动湖区水质达到优良水

体标准.实施云竹湖泊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修复,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自然生态湿地景观.持

续优化盐湖生态环境,实施汤里滩、鸭子池、硝池

滩、北门滩系统治理.实施伍姓湖生态补水工程、

湖岸综合整治工程、污染系统防治工程,建设自然

湿地和城郊湿地公园.

加强岩溶大泉和湿地保护.实施岩溶大泉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健全地下水位监测网络,严格限

制泉域范围内取用地下水,涵养保护“华北水塔”.

加强对泉域范围内采矿企业的取用水管理,有效

减缓地下水水位总体下降趋势,推动晋祠泉实现

自然复流.推进重点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

建设.运用工程生物技术,重建恢复湿地生物群

落.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建立健全湿地用途

监管机制、退化湿地修复制度和湿地监测评价

体系.

专栏２１　“七河”和“五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汾河生态修复工程.干流河道治理工程以
汾河上游综合治理、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建
设、汾河下游(入黄口)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建
设为重点,持续开展太原市汾河流域生态修复景
观工程,晋中市、吕梁市、运城市汾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程,汾河干流水系修复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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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干河生态修复工程.干流河道治理工程
主要包括朔州市桑干河干流水系整治工程、永定
河(源子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等.支流河道治
理工程主要包括玉井河河道、七里沟河河道、恢
河太平窑水库下游至东榆林水库库区段等河道
治理工程.生态湿地建设工程主要包括桑干河
生态蓄水工程、浑河河道生态湿地工程、神头泉
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等.

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主要包括忻州市南
云中河生态修复PPP项目,滹沱河河道治理、坡
改梯、水保工程等.

漳河生态修复工程.干流河道治理工程主
要包括长治市浊漳河干流重点段河道治理工程、
浊漳南源(下秦－北寨)河道治理工程等.支流
河道治理工程主要包括清漳西源河道整治工程、
泉水河河道治理工程、南屯河河道治理工程等.

大清河生态修复工程.主要包括唐河干流
河道治理工程、泉域保护工程、大清河河道治理
工程、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造林封育工程等.

沁河生态修复工程.干流河道治理工程主
要包括晋城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沁河河道
生态治理工程等.生态湿地建设工程主要包括
红叶岭省级湿地公园等.

涑水河生态修复工程.干流河道治理工程
主要包括运城市涑水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项
目,干河、姚暹渠、鸭子池水态综合提升等工程,
涑水河生态修复治理及河道堤防标准化建设工
程等.支流河道治理工程主要包括官道河治理
及生态修复项目等.

晋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晋阳湖
清淤工程、风峪河－冶峪河上游生态及清洁小流
域治理、晋阳湖生态防护林提质改造工程、风峪
河与晋阳湖连通工程、城市面源治理工程等,实
现晋阳湖、风峪河与汾河水系连通,湖泊水体恢
复流动性,水质目标稳定在地表水 Ⅳ 类标准
以上.

漳泽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浊漳河
南源河道生态修复、漳泽湖内源治理项目、漳泽
湖西岸农业面源示范区建设、滨湖区污水处理厂
建设、建制镇污水处理厂建设等工程,漳泽湖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国家示范区基本建成.

云竹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云竹湖
库岸综合整治、石盘河河道综合治理、清洁小流
域治理等工程,恢复河湖生态功能,湖区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景观系统恢复良性循环、湖泊水质稳
定在Ⅲ类.

　　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盐湖南北
岸带生态保护及修复项目、盐池堤埝修复整治及
景观、荒山荒滩荒坡绿化等工程,遏制盐湖生态
退化,初步恢复盐池水生态系统.

伍姓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伍姓湖
防洪生态恢复、湖岸综合整治、伍姓湖水质提升
与水生态修复等工程,湖泊总体水质达到地表水

Ⅳ类标准以上,湖区生态功能显著增强,生物多
样性明显提高.

第四节　深入推进污染防治

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系统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构建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

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实施环境空气质量

提升行动,突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和重

点行业,强化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

PM２５和 O３ 协同控制,深化太原及周边地区“１＋

３０”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提升大气污染协同治

理水平.加快推动清洁取暖和散煤替代由城市建

成区向农村扩展,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率先

实现清洁化替代全覆盖.严格控制钢铁、建材、化

工、有色金属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产能,全部退出

落后和低端产能、限制类装备.大力推进“公转

铁”,持续开展柴油货车、工业炉窑、挥发性有机物

和扬尘专项整治,全面完成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深化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和差异化管控,强化

重污染天气预警能力建设,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稳步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深入开展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全面开展县级及以上城

市饮用水水源达标治理,全面消除县级及以上城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稳步推进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

强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水污染治理,建

设高标准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加快推进全省地下

水超采区综合治理,促进地下水位回升.鼓励工业

企业优先使用城市再生水,实现节水减污双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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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配套管网建设和城镇雨污合流制管网改造,全面

补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短板,推进城市生活污水主

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地表水 V类标准.

加强土壤环境质量安全保障.推进分级分类

精准化管理,加强土壤环境安全管理和污染防控.

加强农用地土壤环境保护与安全利用,严格控制在

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域新建高污染高排放行业

企业,推进农田残留地膜、农药化肥塑料包装等清

理工作.有序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建设一批

区域性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集中推进区.坚持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和污染担责的原则,开展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建设大同、临汾国家大宗固废利用基

地.全面开展绿色矿山建设,提升矿山开发生态保

护标准.

专栏２２　污染防治工程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工程.推进煤改气、煤改
电,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钢铁、焦化等重点行
业企业超低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重型
柴油车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

水环境治理改善工程.实施饮用水源保护、
重点行业企业污水深度处理、工业集聚区污水集
中处理、城镇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城镇污水处
理厂及收集管网建设、雨污分流改造、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地下水污染试点修复、城镇污水处理
厂排放口人工湿地、重点支流入干流口人工湿
地、沿河生态缓冲带建设等工程.

土壤污染防治工程.强化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推进农用地土壤环境保护与安全
利用.

第五节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

变,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打造绿色发展的产业

体系、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

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实施高碳排放行业能效、

水效和环保领跑者制度,鼓励重点企业、园区实施

低碳化改造,鼓励引导开发区企业共建资源综合利

用设施、污水及废弃物处理设施、能源梯级利用设

施,打造一批循环经济园区.加快能源开发利用园

区循环化改造,在重点园区培育环境保护和污染治

理市场主体,实现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一体化发

展.着力培育节能环保产业,探索在水务环保、生

态修复、固废处理等领域组建省属国资企业,打造

环保领军团队.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示范应用,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环境.

创建绿色低碳生活.深化晋城国家低碳试点

和太原、朔州等省级低碳市、县试点建设.开展绿

色建筑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实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

改造,推动新建建筑全面实施绿色设计,开展超低

能耗建筑试点.发展绿色交通,推进太原市、临汾

市国家公交都市创建工作.推广节能和新能源汽

车,鼓励提前淘汰高耗能、高排放车辆.持续推进

塑料污染治理全链条管理,有力有序有效治理塑料

污染.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完善绿色数据、绿色家

电发展等政策.积极开展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

色社区、绿色园区、绿色商场创建行动,引导全社会

增强绿色环保理念.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主动应对气候

变化,以市场化机制和经济手段降低碳排放强度,

制定实施我省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２０６０年前碳中和

行动方案.探索建立碳排放强度与总量“双控”机

制.加快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

峰,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新能源在一次性能源消

费中的占比.探索与国家充分对接统计、监测和核

查规则、配额分配方法等具体措施.开展近零碳排

放、气候投融资等各类试点示范.完善绿色金融服

务体系,加快大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适时推动碳税改革试点.

第六节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化、多元化

生态补偿,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构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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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体系.

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深化资源税改革,对

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产品,按规定减征资源

税.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逐步扩大征税范

围,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落实资源综合利用产

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节

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完善环境

税等生态环境经济政策,实行差异化环境税收政

策.按照谁修复、谁受益的原则,通过依法赋予一

定期限土地使用权等方式,激励社会投资主体从事

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开展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评估试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

建立生态产品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运营转化

机制.开展汾河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探

索上下游相关市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

共建园区等新型补偿方式,开展排污权交易和水权

交易.探索在县域间开展林草生态横向补偿试点,

允许重点开发区县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县间交易

森林面积指标.

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落实“三区三线”“三

线一单”,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建立健全

环境治理的责任体系、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

系、信用体系、政策体系,提高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

度.完善排污许可制度,加强企业环境治理责任制

度建设.健全“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等机制,

构建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环境治理市场环境.完

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资金

管理,规范案件办理程序.

第十三章　实施技能富民战略,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构建全生命周期、大健康格局、终身学习

型、知识技能型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让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过上积极向

上、文明健康的高品质生活.

第一节　建设人人持证技能社会

深入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基础性战略工

程,提高持证率和高技能人才占比率,造就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

供人才保证和动力源泉.

实施全民技能提升工程.按照扩面、调结构、

提档次要求,全面加强对全省适龄劳动力的普惠性

技能培训,重点培训市场需求度高的职业工种和中

高级职业技能人才.统筹各类培训资源开展菜单

式、订单式和项目制培训,加快形成政府主导、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加快技能评

价制度改革,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依

托劳动力建档立卡,健全信息管理体系,形成劳动

者终生职业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到“十四五”末,从

业人员持证率达到５０％以上,中高级以上持证技

能人才达到８０％,全社会劳动力持证率达到２５％

以上.

深化产教融合试点.实施产教融合型城市建

设计划,支持太原市、大同市、晋中市、长治市创建

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创新产教融合机制,围

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家政服务等领域,培育

一批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型企

业建设试点,推动职业学校和企业等形成命运共同

体.依托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公共实训基地等,建

设一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实训基

地.实施职业学校“１＋X”制度试点,完善校企“双

元”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健全劳务市场体系.建立统一、高效、有序的

人力资源市场体系,重点培育一批有核心产品、成

长性好、具有竞争力的综合性人力资源服务骨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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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培育大数据分析师、软件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等中高端技能人才品牌.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

度,开拓省外海外中高端劳务市场.

第二节　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坚持把稳就业保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

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以创业带动就业,着力解决

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

设,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深入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支持性政策.加大

援企稳岗力度,适时优化完善政策,深入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底

线.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合理加大促进就业相关资

金筹集力度,提高重点地区、困难地区和城镇就业

承载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劳动者权益保障

水平.

鼓励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加强创业载体建

设,促进创新创业平台服务升级,发挥创业带动就

业倍增效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降低小

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推动“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性小额贷款”扶持模式.加快构建集创业

指导、项目开发、注册登记、投资融资、风险评估等

“一站式”创业服务.积极拓展新经济、新业态就业

空间,多渠道支持灵活就业.

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和援助.拓宽高校毕

业生就业领域,开发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提高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工就地

就近就业.推进劳动年龄退役军人就业失业实名

制登记,鼓励退役军人灵活就业.做好零就业家庭

人员、长期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托底保障工

作.实行就业困难人员实名制动态管理和分类帮

扶,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就业.

推进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加强就

业信息监测系统建设,完善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机

制.依托山西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厅开展网上

失业登记经办服务,实现失业人员就业意愿信息跨

地区共享,推进在线办理就业服务和补贴申领.加

大就业岗位信息归集力度,市级以上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机构实行岗位信息在线发布,按规定向省级、

国家级归集.

第三节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灵

活运用三次分配制度优化财富分配格局,持续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多渠道拓展居民收入.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进一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确保城乡居民收

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速.提升劳动者素质技能,增加

工资性收入.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增加经营性收

入.健全保护公民财产权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和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财产性收入.优化政策供

给,增加转移性收入.到“十四五”末,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力争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优化生产要素分配.落实按要素分配政策制

度,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

酬的机制,探索通过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

收入群体要素收入,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渠道,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增加有

效金融服务供给,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

完善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

促进共同富裕.把推动共同富裕作为新发展

阶段践行人民至上的主攻方向,探索典型经验和有

效路径,完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落实以税收、社会保障、财政

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发挥慈善

事业等第三次分配作用.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实现

共同富裕上取得明显进展.

第四节　构建公平优质教育体系

着眼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调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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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结构布局,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变革性重塑高等教育.深化“三个调整优化”

和“１３３１”工程,推动有条件的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积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深化高等学

校教学改革,扩大专业学位规模,推动科研反哺教

学.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完善产教融合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科教融合的学术学位研究

生培养模式,实施省级职业院校“双高”建设计划,

组织实施“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计

划,加快培养山西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到２０２５年,

力争国家 A类学科“破零争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点３０个以上.

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着力

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落实

小区配套建设普惠性幼儿园,扶持民办幼儿园提供

普惠性服务.通过财政补助、综合奖补、减免租金、

派驻教师等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健康发展.加

快建设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形成完善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办园体制和政

策保障体系,提供更加充裕、更加普惠、更加优质的

学前教育.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坚持就近就便

服从就优,统筹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加快中学向县

城集聚、小学向乡镇以上集中.持续推进义务教育

学校办学模式改革、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

革、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现代学校管理改革,扩

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快城中村和城镇人口密集

地区中小学建设,保障常住人口学位供给和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加强薄弱学校和农

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强化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培训,

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素质.

促进高中教育提质发展.全面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加强市域统筹指导,办强县级普通高中,基本

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实施普通高中育人质量提

升工程,确保高中阶段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和省

定标准.统筹推进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和高考综

合改革,开展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办学.提升中

等职业教育办学水平,适度扩大招生规模.统筹发

展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保持高中阶段教

育职普比大体相当,探索普通高中和职业中等学校

资源互通、学分互认.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加大教师权益保护,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激励

广大教师成为“四有”好老师.深入实施卓越教师培

养计划２０,提高师范院校综合实力,鼓励高水平综

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稳步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

加强高校教师培训优质课程资源建设,完善高校新

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制度和青年教师职业导师制度.

建设一批校企共建的“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教学

名师工作室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完善高校教师职务

职称评聘制度,提高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

例,引进培养一批学术大师.深入实施中西部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

设岗位计划,激发中小学教师队伍活力.

建设学习型社会.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加快发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完善继续教育

发展体制机制,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国

有企业,建设一批省级示范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基地.大力推广网络继续教育,开发网络课程,

不断提高继续教育信息化水平.完善特殊教育体

系,扩大特殊教育资源,逐步增加残疾人接受学前

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支持和规范

民办教育发展.

专栏２３　教育提质重大工程

　　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工程.积极推动山西大
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山
西农业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本科院校基础能力
提升,支持学校建设校企联合实验室、先进技术
研究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和产业学院等,打
造全省科学研究协同创新基地和产学研合作示
范基地,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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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工程.将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鼓励优质公办园举办分园或合
作办园,支持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道等集体
组织办园,原则上每个乡镇至少办好１所公办中
心园.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程.加强省市统
筹,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教师编制、生均公用
经费基准定额、基本装备配置以及学校管理等达
到国家底线和省定办学标准,基本实现班额标
准化.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工程.优化高中阶段学
校布局结构,有序推进选课走班,落实国定办学
质量评价标准.开展普职融合的综合高中改革
试点.

特殊教育提升工程.加强学校无障碍设施
建设,开展融合教育课程,提高融合教育质量.
建立农村学校留守儿童档案,强化属地责任和家
长法定责任.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工程.谋
划布局共享型、高水平、专业化、生产性大型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以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为
核心建设１－２个综合性、复合性省级大型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在３个省域副中心以及６个市域
中心城市,建设６－８个省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以省级基地为牵引,在各市县(市、区)布局若干
分基地.积极推动山西职业技术学院、山西通用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山西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山
西艺术职业学院专升本等职业院校能力提升
工程.

第五节　建设体育山西健康山西幸福山西

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战略位置,提高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现代化、

均等化、社会化、数字化水平,建设体育山西、健康

山西、幸福山西.

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坚持“防控治研学

产”六位一体,健全以省、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网底,全社会协同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全面提升

重大传染病防控救治能力和预警响应能力.加强

省级含 P３实验室在内的重大传染病防控与诊治

重点实验室和国家职业病重点实验室建设.建立

协同高效的卫生应急救治体系,开展紧急医学救援

中心建设,强化市级传染病定点医院救治能力.深

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建

设规范化、专业化、装备化、机动化的省市级突发急

性传染病防控队伍.

深化县级医疗集团改革.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试点省建设,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加快

向医疗集团下放管理权限,强化县级医疗集团管理自

主权,完善扁平化管理机制.创建国家体医融合县域

试点,推进卫体融合、医防融合和医养融合.整合医

疗卫生资源,建立分工协作机制,推动与三甲医院、专

科联盟、远程会诊医疗业务对接,提升县级医疗集团

服务能力.依托县医疗集团强化乡卫生院、村卫生室

设备配备和人才保障,提高分级诊疗能力.

打造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升级版.实施科技兴

医创新计划,推动“１３６”兴医工程提质增效.深化

山西白求恩医院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打造

我省高水平临床诊疗中心、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高水准科研创新平台.推进第二批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试点,重点支持肿瘤等专科建设,争取１

－２家高水平医院成功列入国家试点.谋划布局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遴选支持３－４家综合医

疗技术水平高的医院进行建设.统筹推进“三医联

动”机制,实现医学科技资源科学布局和融合共享.

强化“５G＋远程医疗”场景应用,面向基层、边远和

欠发达地区提供远程诊疗、医学教育等服务.

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深入实施中医药医疗

服务能力加强、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拓展、中药资源

保护利用、中药材生产和质量提升、中药工业现代

化、中医药人才培养和中医药科技创新等七大工

程.强化中医药发展政策保障,将中医药纳入全省

公共卫生防控救治体系统筹规划.建立中西医协

作平台和机制,推动中西医药优势互补.

实施全民健身工程.实施健康山西行动,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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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通过政策撬动、协会组织、竞赛牵引、企业运

作、群众参与,打造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推动

健康关口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坚持经

营性体育赛事、体育产业业态两手抓,通过做强体

育产业更好促进体育事业发展.推进竞技体育改

革创新,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加强体育专业院

校建设,打造高素质体育人才队伍.支持社会力量

办体育,积极申办第五届世界航空运动会.到

２０２５年,全省体育人口占比达到４０％以上.

专栏２４　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提升工程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实施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现代化项目,推进省市县三级疾病预
防控制能力建设,推进公共卫生医师人才培养培
训,推进省疾控中心新址建设,推进重大地方病
防控能力建设.实施公共卫生中心建设项目,依
托重大传染疾病救治能力强的综合医院建设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改造提升医院公共服
务和辅助设施,提高新发突发传染病早期发现和
快速处置能力.实施紧急医学救治能力项目,推
进建设紧急医学救治基地、创伤医学中心等,提
升紧急医学救治能力.

医疗卫生机构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山西
白求恩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基础设施保障项
目,推动山西医学科学院科研平台建设成为全省
高水平共享科研中心.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下沉,支持山医大一院、省人民医院、山医大二院
等综合实力强的大型综合医院多院区发展.提
升县域医疗综合服务能力,重点推动县级医院提
标扩能项目、薄弱地区县级医院(含中医类医院)
补短板项目.

中医药能力提升工程.实施中医药传承创
新工程项目,加快推进省针灸医院、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省中医药研究院
纳入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实施中医药能力提
升项目,围绕心脑血管、肿瘤、康复、肾病、骨伤、
妇儿等特色优势专科,遴选省、市、县级中医医院
强化基础能力建设;依托制剂资源丰富的省中医
院等高水平医院,建设中医药研究基地和科技成
果孵化、转化基地;依托国医大师、名老中医、岐
黄学者等名医资源集聚的优秀中医医院,建设临
床能力强的名医传承中心.

第六节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升统筹层次和水

平,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

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基本社会保险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

计划,在非公经济组织、新兴就业群体和灵活就业

人员中开展参保扩面行动,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

盖.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全面落

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落实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

整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完

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加强职业年金投资

运营管理.实施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

筹.积极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落实异地就医

结算,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

健康保险.提高社保基金安全支付能力.

建立健全基本福利制度.优化儿童福利机构

布局和功能,将儿童福利机构纳入残疾儿童定点康

复机构并向贫困家庭残疾儿童开放服务.完善“强

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的“四位一

体”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制.完善残疾人康复服务

体制机制和帮扶政策,建立健全残疾人“两项补贴”

动态调整机制.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

度,加强优抚安置工作.积极推进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健全经常性社会捐助机制.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

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补充,

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救助制度体系.建立低保标

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缩小救助标准的城乡差距和

区域差距.规范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服务.

加强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实施“智慧救助”工程.

加强社会救助政策与养老服务、残疾人帮扶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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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探索开展社会救助服务.

第七节　构筑人口均衡发展格局

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

素质,完善人口长期发展战略,加快人口数量红利

向质量红利、结构红利、人才红利转变.

完善人口发展支持政策.优化生育政策,建立

完善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等

政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健全妇幼健

康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提升出生人口素质,做好优

生优育的全程服务.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

配偶陪产假制度.加快构建“家庭为主、托育补充,

政策引导、普惠优先,安全健康、科学规范”的３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体系,加强婴幼儿家庭照

护指导,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加大对残疾人家庭、贫困家

庭、老年空巢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帮扶支持

力度.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展赡养老人地方立

法,完善子女赡养老人标的标准.建立以社区为平

台、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

撑的“三社联动”机制,提升居家社区服务网络覆盖

面.深入实施社区养老幸福工程,加快建设分布

式、多功能、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面放

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能力,促进农

村养老服务提质.聚焦“医、养、服、乐”,推动养老

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养老护

理力量建设,提高全社会养老护理工作水平.加强

老年人权益保障,完善家庭支持体系,建设老年友

好型社会.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

济”.

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法规政策

体系,消除性别歧视,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

理,有效提升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水平.建立完善

妇女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加强儿童健康干

预和儿科诊疗能力建设,改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

况,保障妇女儿童享有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提高

妇女儿童保障和儿童福利水平,统筹推进农村留守

妇女儿童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严厉打击针对妇

女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健全残疾

人托养照料和康复服务体系,大力开展社区康复.

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对残疾儿童普惠性学前教育

予以资助,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残疾人按规

定提供免费就业创业服务.加强残疾人友好环境

建设,完善城乡无障碍设施,推动信息无障碍发布,

推动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免费或低收费向残疾人开

放.发展残疾人慈善事业,培育服务残疾人的社会

组织和企业.

第十四章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书写治晋兴晋强晋新篇章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必须

坚持以“第一责任”领导保障“第一要务”,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治晋兴晋强晋全

过程和事业发展各方面,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汇聚起“山西之治”的强大合力,为转型发

展蹚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第一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党的全面领

导制度,深化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根本”规律性认

识,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

能力和定力.

坚定践行初心使命.推动全省深学笃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建立健全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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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工作机制,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山西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持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化“一句誓言、一

生作答”的行动自觉,坚守“两袖清风、事业有成”的

价值追求.健全完善党组织、党员和领导干部联系

服务群众长效机制.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把真管真严、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抓好党内法规制

度的贯彻落实,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健全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的

长效机制,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

层减负.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进一步形成控新、治旧、抓早、铲土的标本兼治工作

格局.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简”“减”同志

关系、“严”“严”组织关系,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持久

风清气正.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把监督贯穿于党领

导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不断完善规范权力运行的

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加强政治监督,发挥党内监

督政治引领作用.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增

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有效性,不断完善监

督执纪执法体系.扎实推进“智慧监督”工程,建成

贯通省市县、融合各部门的智慧监督网.以党内监

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协调贯通、形成合力.

持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常态化推进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加强队伍选育、能力培训和教

育管理,推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增强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实施农村基层

党建“整乡推进、整县提升”示范县乡创建行动,开

展农村“带头人”队伍优化提升行动,推动农村基层

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深

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扎实推进街道扩权赋能、社

区减负增效,不断提升整体效应.深入推进“五型

机关”建设,推动各级党政机关工作取得新突破.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把加强党的领导同

完善法人治理体系结合起来.持续推进“三整一提

升”行动计划,引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有效融入

基层党建工作格局,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

力和凝聚力.

第二节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加强法治山西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充分

调动好、保护好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形成推动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制

度,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

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加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自身建设,更好地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

人民的共同意志.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

作,完善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健全发扬民主和增进

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程

序机制.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健全

党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机制,支持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

子、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充分发挥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动员群众

的作用,支持积极主动开展工作.

加快建设法治山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健全党委领导全面依

法治省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法治山西法律规范

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

系、党内法规体系.坚持法治山西、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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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公众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认真总结转型发

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制定促进和保障转型发展的综

合性法规,加强民生和社会治理领域“小切口”立

法.全面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制

定并实施“八五”普法规划,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升公共法

律供给能力和水平.

第三节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突出项目化抓工作的方式和结果导向的理念,

完善制度体系,创新治理方式,推动治理全方位变

革,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

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和完善

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一体建设法

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和数字政

府.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健全行政

决策机制.推动重点行政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

度建设,确保行政权力受监督有约束.推进政务公

开,重点公开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

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信息.加强机

构编制实名制管理,统筹用好各类机构编制资源,

推进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深化城市管理领域

大部门制改革,实行扁平化管理,探索创新城市管

理体制.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

设数字政府.深入推进党政机构重塑性改革.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矛

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依托综治中

心、信访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诉讼服务中

心、基层公安派出所等,打造一站式服务的各级社

会矛盾纠纷化解中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和危机

干预,强化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实施网

格精细化服务管理,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强化基层治理、行

业治理、单位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进一步探

索具有山西特色、市域特点、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

新模式.

健全“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把“三零”单

位创建作为创造性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

举措,深入推进“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村(社

区)、企事业单位创建工作,深化问题联治、工作联

动、平安联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健全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规范化建

设.减轻村级组织负担,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加强

社会治理领域立法,把解决群体性事件等纳入法治

化轨道.完善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德育

网络.

专栏２５　“三零”单位创建工程

　　“零上访”单位创建工程.深入开展重复信
访、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非接待场所涉访问题专
项治理,努力实现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建立
义务信访代理制度,打造“群众张嘴、干部跑腿”
新型信访通道.巩固和发展网上信访主渠道.
严格落实诉访分离制度,健全信访矛盾多元共治
机制,整合诉讼服务、仲裁受理、投诉办理、调解
调处、法律援助等各方资源力量,推行联合接访
模式.

“零事故”单位创建工程.压实安全生产党
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创建单位主体责
任,落实全员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等制
度.全面推进企业分类监管,建立健全煤矿本质
安全水平分类监管制度.严格安全监管执法,持
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攻坚行动,全面提
升安全生产水平.织密安全生产防控体系,强化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形成超前预防、超前治理的
格局.

“零案件”单位创建工程.深入推进落实预
防和打击犯罪新机制.强化街面巡逻防控,实行
棋盘式布警、网格化巡逻,切实提高响应速度和
处置效率.深入实施城乡社区警务战略,健全城
区“一区一警两辅”和农村“一村一辅警”机制,加
强治保会、保卫、巡防队、信息员、网格员等群防
群治力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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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山西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加注重统筹发展

和安全,以人民生命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

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

制,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全面提高国家安全保障能力.认真履行维护

首都安全的政治责任,实施拱卫首都安全“护城河”

工程,以一域之稳定维护大局之稳定.健全国家安

全重点领域风险研判机制,深入推进反恐怖反分裂

斗争,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

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遏制境外宗教渗透和邪教

活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常态化

舆情监测研判.落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网

络空间综合治理,有效打击新型网络犯罪.强化食

品药品等关系人民健康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保障水

平.加强债务风险和信用风险防控,持续开展金融

秩序整顿,严厉打击各类金融犯罪和非法集资犯

罪,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推进立

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巩固和拓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建立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

制,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牢固树立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理念,以“四铁”要求狠抓各行业各领域安

全生产工作,努力实现本质安全.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强化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第一责任人

的法定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考核,持续提升安

全管理水平.严格安全准入条件,深化源头治理,

把安全生产贯穿于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生产、经

营各环节.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改进安全生产

检查方式,严格落实各行业、各领域、各方面安全标

准,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火

灾等重特大安全事故.严把企业安全设施“三同

时”审查关,提升危险作业自动化控制水平.扎实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动态分级分类管理,

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措施.

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坚持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权责一致、失职追责,强化应急管理

责任落实,健全完善防救相承的责任体系.建立完

善统分结合的指挥体系和运行机制,构建跨部门、

跨层级、跨地域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加强灾害事故

预防体系建设,建立重点区域、重点园区、重大工

程、重点项目的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实施自然

灾害防治能力提升工程.强化城市运行管理,持续

开展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全覆盖工作,实现安全风险

评估常态化.加强应急管理物资装备保障体系建

设,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深化基层应急管

理体制改革,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加强国防动员及民兵预备役建设.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落实党管武装、党管国防动

员职责.巩固传统动员体系优势,推进智慧国防动

员建设,促进应急应战融合发展,完善国防动员体

系.聚焦军地重大战略领域,深化军地资源共享和

双向支撑拉动,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

展.优化民兵调整改革,全面加强民兵预备役建

设,发挥国防后备力量生力军作用.支持驻晋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现代化建设.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

升双拥共建水平,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第五节　健全规划体系实施机制

加强统一领导、协调各方,调控引导社会资源,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有效引导社会预期,形成推进

规划实施的强大合力.

加强统一规划体系建设.建立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统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

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省、市、县规划共

同组成的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

的“三级四类”规划体系.省直有关部门同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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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批省级重点专项规划,明确目标任务,谋划

实施项目,保证«纲要»确定的战略重点落到实处.

各市、县规划做好与省级规划«纲要»的衔接,特别

是加强约束性指标和重大任务、重大项目的衔接,

确保落实省级规划的统一部署.

建立健全规划落实的督查考核评估机制.细

化分解规划«纲要»确定的发展目标、主要指标和战

略任务,明确牵头单位和工作责任.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年度计划、财政预算年度计划依照本规划

«纲要»,明确年度目标、指标任务和推进措施.建

立健全规划实施和重大任务、重大项目督导机制.

建设省级规划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加强各类规划统

一管理,跟踪监测规划实施进程.开展规划实施的

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鼓励开展第三方评估.完善

规划实施督查考核机制,将规划实施情况纳入考核

评价体系.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中共山西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坚定转型信念,保持战略定力,齐心协

力、奋发有为,不畏艰险、敢于胜利,奋力实现转型

出雏型的宏伟目标,为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

新路来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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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

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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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刘　锋

各位代表:

受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山西省

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请予审议,

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２０２０年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

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

届十次、十一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

步”总体思路和要求,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第三

次会议审议批准的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统筹推进以“六保”促“六稳”、以“六新”促转型

各项工作,全省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成果,生产生

活秩序全面恢复,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指标基本完成省委提出的“正增长指标增幅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负增长指标降幅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目标.

(一)全省经济克服疫情影响,恢复稳定增长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１７６５１９亿元,比上年

增长３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３％)１３个百分

点.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定恢复、稳步向好的发展

态势.

农业生产创历史新高.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

增长３６％,高于全国(３％)０６个百分点.全省粮

食播种面积４６９５万亩,总产量达到１４２４亿公斤,

亩产超过３００公斤,总产、亩产均创历史新高.全

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收入完成１６９２２

亿元,增长１７４％.

工业生产逐月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５７％,当月增速连续５个月实现两位数增

长,高于全国(２８％)２９个百分点,排全国第８

位,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子及通信装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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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分别增长１２８％、１３４％.光伏电池、手机等

新产品产量分别增长３５８％、２１４％.建筑业增

加值增长６６％,较前三季度提高０２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２１％,与全国持平,增速较前三季度(－

０１％)回升２２个百分点,其中四季度当季增长

７７％.金融业增加值增长６８％,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２２６％,均明显快于服务

业增速.

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１０６％,增速连续 １０ 个月稳中 趋 升,高 于 全 国

(２９％)７７个百分点,排全国第２位.其中制造

业投资增长２５９％,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大

幅增长３７％.房地产投资增长１０５％,民间投资

增长１０２％.

消费潜力有序释放.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下 降 ４０％,降 幅 逐 月 收 窄,基 本 与 全 国 (－

３９％)持平.其中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消费降幅

进一步收窄,网上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带动全省

消费加速回暖.

进出 口 增 速 由 负 转 正.全 省 进 出 口 总 额

１５０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４％,高于国家(１９％)２１

个百分点,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增长２９６％.

１－１１月,全省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９８家,同比增

长７５％.实 际 利 用 外 资 １５５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４３０％.

就业物价收入保持总体稳定.全省城镇新增

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分别达４８８万人、３７７

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０６％、１１４％.全

省全年CPI上涨２９％,控制在３５％左右的目标

以内.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３４７９３元、

１３８７８元,分别增长４６％、７６％,分别高于全国

(３５％、６９％)１１个、０７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为５１７,同比下降９９％.优良天数比例

７１９％,PM２５平均浓度４４微克/立方米,两项指标

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６省市中均排名第２,仅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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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各类污染物排放指标全面改善.国考５８

个地表水断面中,优良水质断面同比增加９个,劣

Ⅴ类水质断面全面清零,圆满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汾河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二)严防严控新冠肺炎疫情,“双零”目标全面

完成

紧盯“双零”目标,坚持“五严五防”,本地疫情

传播全面遏制,境外、省外疫情输入经受住严峻考

验,抗疫斗争“山西战役”取得重大决定性成果.

专栏１　“五严五防”
严把入口关防输入,严把医治关防感染,严

把扩散关防蔓延,严把集聚关防失控,严把宣传

关防恐慌.

　　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疫情爆发初期,省

委、省政府及早安排部署,全面加强道路运输领域

防控,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国省干线公路及入省口

设置联合检疫点,停运省际、市际、县际班线以及旅

游客运车辆,严防疫情输入输出.全面关闭景区、

图书馆、文化馆等人员聚集场所,停止群众聚集型

活动,推迟中小学开学时间.加强基层网格化管

理,严格执行物业小区疫情防控,开展地毯式逐户

逐人排查,对相关人员采取居家隔离措施,有效阻

断疫情传播途径.

坚决保障防疫物资供应.在疫情最严重阶段,

积极争取国家向我省紧急调拨医用口罩近４０万

只,有力保障一线防疫人员生命健康安全.全力协

调采购口罩机、熔喷布等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全省

口罩生产企业由零增加到４８家,最高日产达到

２４５万只,防护服、测温仪等防疫物资产能迅速提

升,有力满足我省防疫需求.建立了重点城市、农

产品批发市场保供机制,确定了３５５家保供重点流

通企业、３０００余个生活必需品销售投放网店,确保

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找得到、调得快、用得上.

坚决救治感染确诊病患.坚持“五结合”“四集

中”,充分发挥省级专家团队主力军和太原市第四

人民医院主阵地作用,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截至

今年１月１８日,１３５例本地确诊病例治愈出院１３４

例、９３例境外输入病例中治愈出院９０例,剩余４

例正在隔离治疗,实现确诊病人“零病亡”、医务人

员“零感染”目标.

专栏２　“五结合”“四集中”
五结合:基础医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前方

救治与后方多学科支持相结合,医疗与护理工

作相结合,医疗与管理相结合,中西医结合.
四集中:集中患者、集中资源、集中专家、集

中救治.

　　全力驰援湖北武汉.先后派出１３批共１５１６

名优秀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参与了包括雷神山医院

在内１６所医院的救治工作,救治患者３５２７例,累计

援助医疗设备、防护物资和药品２５万余件,交出了

“医疗护理零差错、治愈出院零反复、医务人员零感

染”的山西“成绩单”,孙春兰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给

予充分肯定,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以及当地群众的

普遍赞誉.

坚决做好京晋联防联控.协同开展经停太原

国际航班入境落地联防联控工作,实施全过程闭环

管理、点对点转运和隔离诊疗措施.圆满完成４２

架次经停太原入境国际航班、入境旅客８６４２人的

防控分流服务工作,未向北京输入一例病例.

坚决常态化防控监测.制订实施我省秋冬季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省市县三

级疫情监测预警响应和每周一次抽样检测常态化

机制.积极应对国内散发疫情地疫情输入风险,累

计排查高中风险地区返晋人员１７５万人.全面加

强冷链食品与农贸市场管控,加快提升我省核酸检

测能力,日最大检测量达到８０万份.

(三)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实体经济渡过难关

及时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促进服务业恢复、金融支持、消费扩容提质等系列

政策措施,帮助实体经济纾困解难,市场主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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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明显增强.

减税降费政策坚实落地.贯彻落实国家有关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减免优惠

政策,出台我省下调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减

免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医疗

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等一系列减、免、缓支持举措,全

力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全省新增减税降费超

过３３０亿元,其中,新增减税超过１２９亿元,减免企

业社保费１９４２９亿元,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

府性基金７亿元,发放稳岗补贴１８１亿元,惠及

１２５４９户企业１９６７万名职工.

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坚持不抽贷、不断

贷、不压贷,全年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

降低０７１５个百分点,其中小微企业降低０８５６个

百分点,年末全省本外币存贷比达到７２１％.截

至１２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２５７３５７亿元,较

年初增加３１９５亿元,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８３０１０亿元,较年初增加４４８４亿元.全省新增

１３５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全部用于金融机

构发 放 支 持 复 工 复 产 贷 款,加 权 平 均 利 率 为

４２４％,低于政策规定利率上限０１１个百分点.

入企服务力度持续加大.省市县分级成立入

企小组开展帮扶工作,省级层面成立１１个工作组,

全省干部共入企８０００多人次,深入企业４０００余

户,累计受理协调企业咨询和问题４０００余个,有力

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积极开展供需对接,举办

钢铁、新材料、原材料、装备制造、气凝胶、５G 等领

域２１场对接活动,达成合作协议或意向１３１６亿

元.建设山西优秀产品产需对接子平台,共为２００

余家企业发布重点产品供应信息２２１６条,为７４２

家企业发布需求信息３５５０条.

市场主体加快培育.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４９７ 万 户,总 量 达 到 ２８３５ 万 户,同 比 增 长

１０１％.全年新培育“小升规”企业７００户以上.

新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３４３户和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７９户,总数分别达到１０２０户、１０５户,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５３户.

民营企业清欠扎实推进.出台清理拖欠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欠款余

额大、存在问题较多的市、县和拖欠主体进行实地

督导、挂牌督办.全年全省共计清偿欠款５６９１亿

元,其中无分歧欠款全部清偿.

(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持

续加快

坚决扛起“六新”突破重大使命,大力实施非均

衡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全省产业结构由“一煤独大”

向“八柱擎天”转变.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按照龙头引领、链

式布局、研发支撑、园区承载的思路,聚力打造１４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信创、大数据、半导体

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长城“智能云”工厂项目正

式下线、山西鲲鹏生态创新中心落地,太原信创示

范基地初具规模,信创产业走在全国前列.推动百

度牵头建立全国最大单体标注基地,入驻企业３５

家,标注人员２０００余人.云时代、科达自控、精英

数智、清众科技、山西知网等一批大数据领军企业

快速成长.半导体高端核心产业快速发展,烁科晶

体、中科潞安等重大项目建成投产,太原－忻州半

导体产业集群、长治－晋城光电产业集群扎实推

进,半导体衬底材料－芯片－封装－应用产业链条

基本形成,烁科碳化硅材料产业基地产能居全国首

位,高科集团 LED 显示屏生产规模居全国第二.

举办晋阳湖首届集成电路和软件业峰会、２０２０

尧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飞行大会、２０２０中国(太

原)人工智能大会,全方位展示我省新兴产业发展

成果,扩大产业品牌知名度.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９６％,高于规上工业３９个百分点.

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大力实施农业“特”

“优”战略,加快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

群,推进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建设,成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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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打响“大同黄花”“山西

药茶”等区域公用品牌.扎实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泽州、壶关、永济、武乡被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为第二

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单位,左权、平顺、陵川被新

批准为省级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深入开展“游山

西读历史”活动,举办第二届大河文明旅游论坛、

全省第六届旅发大会、首届山西工艺美术产品博览

交易会,发布１０条文化旅游线路,黄河、长城、太行

三个一号旅游公路“０km”标志文化驿站于９月底

正式投入使用,串联了沿线６６个 A 级以上景区.

加大 A 级旅游景区培育创建力度,云丘山被确定

为国家５A级景区,老牛湾等１０家景区被确定为

国家４A 级景区.现代金融业加快发展,华翔集

团、壶化集团成功上市,实现我省 A 股上市连续四

年“零”的突破.紫林醋业、大运汽车、恒伦医疗３

家公司已在证监会或交易所排队候审.完善康养

产业布局规划,形成以大同、忻州、晋中、长治和晋

城等５市为重点的康养产业分布区,大同世家康养

小镇、晋中小西沟文旅康养小镇等项目有序推进.

举办中国(晋城)康养大会,“康养山西、夏养山西”

品牌进一步推广.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在２０１９年提前

超额完成“十三五”去产能任务的基础上,２０２０年

又关闭煤矿７５座,退出产能４０９９万吨,煤炭先进

产能占比达６８％.煤炭绿色开采有序推进,全省

绿色开采试点煤矿增加到５５座,１０座智能化煤矿

试点和５０个智能化工作面试点加快推进,原阳煤

集团新元煤矿建成全国首座５G煤矿,晋能控股塔

山矿等１０座煤矿入选国家“首批智能化建设示范

矿井”,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煤机行业

５G＋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落地实施.加快推进

重点焦化升级改造及高端化产延伸项目建设,全力

压减过剩产能,过去两年全省焦化行业压减产能

４１２９万吨.钢铁工艺装备加快改造升级,实现５００

兆帕及以上高强钢筋、高性能钢结构用钢规模生

产.深入实施特色轻工业“三品”行动,白酒、食醋、

纺织、陶瓷、玻璃器皿等特色产业品牌化、智能化发

展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建设蓬勃发展,清控数联

综合型、快成物流道路货物运输行业、晋能控股集

团煤炭行业３个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建设完成.

专栏３　“三品”
鼓励企业制定品牌发展计划,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

　　(五)全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追赶超越势头

强劲

坚持把“创新为上”作为应对全方位、深层次竞

争的战略之举,召开全省科学技术大会,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以一流创新生

态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努力在重大领域、细分领域

并跑领跑、赢得先机.

“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创新工程深入实施.制定

出台«关于实施“１１１”创新工程支撑引领高质量转

型发展的意见»,围绕碳基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向国

家申报１２个重点实验室.新增２家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２５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和８个国家部委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培育

建设,新增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７个.大力实施

“１３３１”工程,全省共有１３个学科进入 ESI世界前

１％,２１个学科进入２０２０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

行榜.省政府与北京大学签署共建科技创新基地

合作协议,大同市、山西大学、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等分别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签署合作协

议２５份.深入推进“１３６”兴医工程,５个领军临床

专科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确定首批省级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６家、省级临床医学研究培育中心１５家.

推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牵头申报“国家卫健委

委省共建重点实验室”.“移动宣教与随访互动”平

台覆盖６家医院１６５个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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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４　“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工程

“１１１”工程:紧扣转型发展需求,谋划推进

１００项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建设１０个左右重点

实验室、１０个科技成果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基地

和１０个省级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一企一策”
培育１００户高科技领军企业.

“１３３１”工程:推动山西高校振兴崛起的重

要举措.“１”,即始终围绕立德树人、办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这一根本任务.“３”,即突出

抓好高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创新团队

三项建设.“３”,即全面加强高校协同创新中

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研究院)三大创新载体建设.“１”,即推动高校

产出一批对国家和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

贡献的标志性成果.
“１３６”兴医工程:是山西打造国内有影响力

重点专科和综合医院的重要举措.“１”,即以提

升全省医疗水平为主线.“３”,即建设一批领军

临床专科、重点医学实验室、卓越医学团队.
“６”,即建设前沿医疗技术开发、科技基础平台、
专病诊疗中心、医学装备保障、国际医学协作、
产学研成果转化“六个基础项目”.

　　创新主体加快培育.制定实施«山西省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条例»«关于加快构建山西省创新生

态的指导意见»,制定２０２０年各行业创新生态构建

行动计划,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奖励企业开展创新活

动.开展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征选确定山西高等创

新研究院等１９家新型研发机构和山西省增材制造

产业技术研究院等１０２家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单位.

持续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２０２０年科技型

中小企业入库９１１１家,入库企业数量全国排名第

６位.加快高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建立２６２家重点

高科技企业培育动态清单.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

发活动实现全覆盖.

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项目研发攻关扎实推进.

实施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围绕能源革命和制

造业领域“卡脖子”技术,新立项２１个揭榜招标项

目,吸引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等国内顶级科

研团队揭榜.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

专项,在三代半导体、碳基新材料等领域布局专项

项目,煤层气开发利用、煤炭清洁利用等能源技术

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果.２项科技成果通过国家科

学技术奖初评,有望扭转２０１４年以来全省高校无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局面.全省高校获教育部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１１项,获奖总数为历年之最.

专栏５　“揭榜挂帅”
揭榜挂帅:就是“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

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

榜”,具有不论资质、不设门槛、选贤举能、惟求

实效的特征.

　　招才引智成效显著.深入实施“三晋英才”“青

年拔尖人才”“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等支持计划,

出台人才新政１２条,加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两

站”和海外人才工作站建设.高层次专业化人才取

得新突破,引进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北京大

学副校长王仰麟分别担任太原理工大学和山西大

学党委书记,３５名院士专家受聘为“省政府特聘专

家”.围绕我省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选拔４５名

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和１４８名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全省１０余人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国防科技“卓青”、国家“优青”等

各类人才计划.谋篇布局未来产业,与北京大学共

建碳基薄膜电子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建山西浙大

新材料与化工研究院.

双创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出台«智创城建设工

作指引(试行)»,全省已备案建设８个智创城.积

极与中关村软件园合作对接,推动一批创新型成长

企业、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以及金融机构、中

介组织在智创城集中入驻.山西知网国际出版传

媒融合研究院、数字出版产业中心、双创孵化中心、

猪八戒网加快落地,科创产业园、产业服务中心、人

才学校等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晋城经开区成

功获批全国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新认定省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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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４０家、示范基地１２家,新培

育国家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３家.目前,

我省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已达２０５家,入驻

企业７４００余户,吸纳就业超过１４万人.着力培育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和专业化众创空间,新增国家备

案众创空间１７家,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

端铸造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入选国家示范名单.

成功举办２０２０年全国双创活动周山西分会场活

动,李克强总理连线我省双创企业.

(六)凝心聚力狠抓转型项目建设,内需潜力加

速释放

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树立以结果论英雄的鲜

明导向,积极扩大有效需求,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持

续发挥.

重大转型项目建设成为突出亮点.聚焦“六

新”重点领域,建立实施“五账法”,大力推动“三个

一批”活动.出台«山西省转型项目建设２０２０年行

动方案»,实施转型项目建设“百千工程”,在全省建

设项目中常态化开展“进工地、到一线、解难题”专

题活动,凯赛(山西)生物基新材料特色产业园一期

项目、中煤科工智能制造基地、长城“智能云”工厂

等一批标杆项目加快建设,山西钢科年产１８００吨

高端碳纤维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大同新研年产

１０００台套金属板燃料电池电堆和系统项目已具备

正常生产能力.１－１１月,全省“两新一重”项目完

成投资约２５００多亿元,占全省投资的４３％,亿元

以上项目突破３０００个,为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强大

动力.

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加大.抢抓国家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推动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重大机遇,聚

焦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城镇化等重点领域,持续

推动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和提质增效.统筹推进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我省“十四五”新基建规划编制加

快推进,超额完成全年５G 网络设施建设任务,建

成开通率进入全国第一方阵.郑太高铁、太原地铁

２号线实现全线通车,太原东二环高速公路建成,

集大原、雄忻高铁、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全省“四好农村路”新改建

１８２万公里,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规划实施的新改建农

村公路５５万公里目标任务全面完成.黄河、长

城、太行三个一号公路建成３４６９公里,超额完成三

年目标任务.

开发区承载能力有效提升.开辟总面积达

２８８１平方公里的工业类开发区,布局建设３０００万

平米标准厂房,实施水电气、土地等优惠政策,组团

开展产业对接招商活动.围绕“六新”策划包装

４２６个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开展开发区招商引资签

约项目大起底,全面摸排两年来１７６５个招商引资

签约未开工项目,梳理形成需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

问题清单逐项协调解决.全年全省省级以上开发

区投资增长２８５％,其中工业投资增长４７４％.

重点工程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发挥.坚持项目

化管理机制,构建省市县三级协同落实重点工程领

导包联、用地保障机制,针对全省１４３个投资规模

较大、带动作用强的产业项目、跨区域的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以及重大生态保护、社会民生项目,实行

全过程跟进服务,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加强重点工

程定期调度,采用“点办理、批处理”“一项一策”破

解项目推进难题.省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完成投

资３６６１２亿元,完成率达１４１２％.

要素保障力度不断加大.抢抓专项债券“扩围

提速”重大契机,围绕国家重点支持的九大领域,连

续组织６批项目摸底申报,争取政府专项债券５５３

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去年大幅增加１７４亿

元.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８个领域,争取中

央资金８９７亿元,创近年新高.全年共申报６支

企业债券,申报规模２８１亿元.设立５００亿元战疫

情融资专项、１０００亿元以上授信额度的新基建贷

款专项,有力拓宽项目资金渠道.落实政银企常态

化对接工作机制,围绕省级挂牌重大项目开展政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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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对接服务.制定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

措施»,进一步开放民间投资领域.出台«山西省政

府投资管理办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政府投

资效益,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七)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型发展动力不

断增强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我省推动高质量转型发

展的关键一招,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提升

对外开放能级,激发转型综改内生动力.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有序推进.坚持以开

放的思路推进能源革命,以合作的方式推进综合改

革试点.开展煤炭分质分级利用试点,积极培育壮

大碳基新材料产业,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中试基地、

潞宝兴海新材料等一批重点项目坚实落地.实施

优势转换战略,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机制实

施方案»,创新电力交易机制,对１４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用户实行０３元/千瓦时终端电价,着力将我

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招商竞争优势.制定出台

«山西省煤层气勘查开采管理办法»,率先实施“限

制勘查年限”加“限期完成转采”,组织实施１１个煤

层气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大力推动煤层气增储上

产.全年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２５６％.在国内

首家开展采空区煤层气资源抽采试验,采空区煤层

气抽采量达到１４亿立方米.大力推动新能源发

展,大同光伏基地、寿阳光伏基地和长治技术领跑

基地已投产运行,垣曲、浑源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

部开工建设.全省在役运行煤电机组全部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利用率进一步提

高.全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

３０％,风电和光伏装机规模分别位列全国第５位和

第７位.加快推进电力现货市场交易,全年市场交

易规模突破１１００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５０％,市场交易规模居全国第三.积极向国家争取

跨省区输电计划,全年外送电量１０５３６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６３％.

省属国企战略性重组基本收官.出台«关于加

快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鸟”促进国有资本优化布

局的实施意见»«山西省国资监管体制及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组建华远国际

陆港、万家寨水务控股、华舰体育、神农科技等专业

化集团公司,省属企业从２８家优化调整至１９家,

煤炭企业从７家调整至１家煤炭企业和１家能源

集团,新兴产业企业大幅增加.推动太钢集团与中

国宝武联合重组.建成国资监管统一数据采集交

换平台和“三重一大”决策运行监督系统,国资监管

全面加强.省属企业集团总部“六定”改革全部完

成,机构平均数量由２５个降到１５个,内设机构平

均数量由１０３个降到２６个,总经理助理级和中层

管理人员分别减少一半以上,员工编制平均数量由

８２２人降到２２９人.全省“三供一业”已全部移交,

处置“僵尸企业”２４２户,安置职工１７９万人.

专栏６　“六定”
六定:定职数、定员额、定机构、定机制、定

薪酬、定任期.

　　开发区改革创新持续加力.优化开发区空间

布局,新设立１１个开发区,全省开发区数量达到

８８个,形成以工业类为主体,现代农业、生态文旅

类齐头并进的开发区发展格局.其中８１家开发区

全部完成四至范围核定工作(其余７家生态文旅类

示范区无需核定).深入推进“三化三制”改革,

７２％的开发区实现管运分离或市场化、专业化运

营,３９％的开发区实现用市场化手段引进高级管理

人员和高层次人才.重大转型项目推进台账进一

步完善,建立跟踪调度机制,持续滚动开展全省开

发区“三个一批”活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不

断加大,开发区产业承载力得到提升.加快推进依

法授权到位,全面推行投资项目建设全程领办代办

制,全 省 开 发 区 共 承 接 省 市 县 授 权 下 放 权 限

１１４８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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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效”改革成效显著.出台«山西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在全国率先开展全省域营商环境

评价.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省级再取消下放行政审

批等事项５７项,市县平均再压减审批事项２０％.

加快推进“一网通办”,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实现五级全覆盖,省级９０％以上、市县平均８０％

以上行政审批事项率先实现“全程网办”.全省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与山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三个平

台”实现了前端融合、业务协同,极大地提升了投资

项目审批效率.推动企业全生命周期便利化服务,

省市两级基本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１天,水电

气暖报装时限进一步压减,跨境贸易“两步申报”全

面推广,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全面应用.加快推

动数字政府建设,全省政务信息资源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已横向连接７０个省直单位,汇聚４９万条政

务信息资源目录.“一枚印章管审批”在市县及开

发区全面落地,省市两级“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热线正

式上线运行.

专栏７　“两步申报”
企业在进口货物申报时,只需提供９个项

目的“概要申报”信息,通关放行后就能提货,其
余项目在运输工具进境后１４天内补全即可.

　　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多点突破.深度融入京津

冀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与北京市成功签署产业

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在能源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

领域加强合作.有序开展与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

角洲地区深度合作,制定出台«山西省与粤港澳大

湾区深度合作行动方案»«山西省与长江三角洲地

区深度合作行动方案».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战

略,研究提出我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总体思路、

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１－１１月,我省与京津冀、

粤港澳、长三角地区开展合作的项目超过１０００个,

计划总投资超过１万亿元.

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创新招商模式,举办市场

化招商平台线上直播推介会,推动云平台模式招

商.建立上市公司、央企及子公司信息库、省内重

点企业资源库,与我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进行匹

配,夯实项目精准对接基础.利用重大展会开展产

业化招商,举办对接京津冀经贸合作交流大会及京

津冀产业转移洽谈会、晋闽产业合作交流暨项目对

接会等５场省级重点招商活动,签约项目２７个,涉

及金额９１３０万元.建立投资客商跟踪服务工作机

制,累计为１００余批客商提供了投资服务.举办

２０２０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２０２０年中

国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主宾省活动.１－１１

月,全省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２９７８个,计划总投资

１９１６３３亿元.

外贸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大幅降低进出口

环节合规成本,国际货物仓储费下调６０％,货物保

管费下降７５％.创新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金融保险、出口退(免)税备案等新上线业务运行良

好,主要业务覆盖率达１００％.推进“注销便利化”

“多证合一”等改革,进出口环节需验核的监管证件

由８６种精简到４４种.全年中欧(中亚)班列开行

２０６列,同比增长９２５％.货物整体通关时间大幅

压缩,１２月我省进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较２０１７

年同期分别压缩８２５％、９４６％,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八)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短板

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全力以赴坚决打赢

打好三大攻坚战.

脱贫攻坚决战完胜.强化“军令状”“交总账”

意识,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一户

一案”“一户一策”落实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兜底政

策,对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一户一公

益岗位”托底安置,查漏补缺解决“三保障”问题,剩

余２１６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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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帮扶机制,脱贫不稳和边缘易致贫“两类户”１２４

万人落实针对性帮扶举措全覆盖,解决返贫致贫风

险.开发防贫返贫救助商业保险,全省９８个县建

立“返贫类”保险,５２个县推广“一保通”.制定问

题排查整改方案,对重点县、难点问题挂牌督战,深

入推进“十个清零”行动,持续传导压力,狠抓问题

整改落实.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１１２２个

集中安置点全部完工,３６２万搬迁贫困人口和１１

万同步搬迁人口全部入住.全省５８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７９９３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３２９万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专栏８　“十个清零”行动

剩余任务清零行动、失学辍学问题清零行

动、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清零行动、危房改造问题

清零行动、安全饮水问题清零行动、产业扶贫问

题清零行动、就业扶贫问题清零行动、易地扶贫

搬迁问题清零行动、兜底保障问题清零行动、账
实不符问题清零行动.

　　污染防治成效显著.实施决战决胜蓝天保卫

战夏季攻坚行动,全省在役火电机组已全部实现超

低排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原煤入洗率达到

８６６％,完成２２家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分类整

治５３９家“散乱污”企业.淘汰燃煤锅炉１１１３台,

完成清洁取暖改造１５６３万户.全省“禁煤区”管

控面积达８０００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巡游出租车

和城市公交车中,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占比分别

达１００％、９７２％.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彩化财化

行动,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要求,全年完

成营造林４０８１万亩,超额完成年度４００万亩任

务.根据全省森林资源年度清查结果,２０１９年底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３１８％,赶超全国平均水

平,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水平.加快推进水污

染治理,召开黄河(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攻坚会

议,深入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加快实施汾河中游

１３５公里先行示范段建设,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稳步推进农用地分类管理,强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据初步测算,我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率超过９７％,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超过９０％,土壤

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重金属污染物总量减排

和尾矿库环境污染防治扎实推进.

金融风险防范不断加强.针对历史形成的金

融领域重大隐患,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及时遏制风

险蔓延.制定出台«山西省城商行改革化险总体工

作方案»,全力做好城商行改革化险,３２家农商行

改制任务已完成２６家,计划外完成改制的机构有

１３家.扎实推进P２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取

缔省内４１家机构 P２P网贷业务.出台我省融资

平台到期债务风险化解实施意见,有效防范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有力

推进

以大都市、大县城建设牵引城乡发展,全力构

建新型城镇化体系,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乡村振兴大力推进.深入实施三大省级战略,

山西农大和省农科院实现合署,４２家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８个院士工作站落户农

谷,三大出口平台中跨境电商平台和大数据中心８

月底投入试运营.完善有机旱作标准技术体系和

标准体系,新增１市５县５０个示范片区开展创建,

实现县县有示范.高标准农田建设扎实推进,全年

建成２９８６万亩.大力发展药茶产业,全省药茶加

工企业由上年的１１０多家增加到２５０多家,全年产

值预计达５亿元以上,比上年翻一番,“山西药茶”

品牌价值逐步显现.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１１

个省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县和４５７个人居环

境整治示范村创建全面完成,完成８１９个重点乡村

园林绿化任务,开展全国生态文化村遴选命名活

动,推荐７个行政村申报全国生态文化村.进一步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全省共有５４个传统村落入选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居全国第二.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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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基本完成.

“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扎实推进.围绕全省

空间布局,积极稳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吕梁、

忻州两市制定完成行政区划调整组织实施总体方

案.细化完善“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战略架构,研

究制定我省支持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指导意见.

扎实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围绕城乡产业

协同发展平台、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配套设施建设谋

划了一批示范项目,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清

徐县、孝义市、阳城县入选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示

范县城.

新型城镇化有序开展.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全省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９７４个.持续推进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

３２４万套.大力推进“两下两进两拆”专项整治,

全年共完成各类管线入地５７７３９公里,拆除整改

各类广告牌３０６８万平方米,新建、规划各类停车

设施３７１万个,规范停车进位进库８６万次,拆除

违建３０８９万平方米,拆除改造各类围墙２９１９万

平方米,城市品质得到明显提升.出台«山西省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太原市被列入全国第

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加强城市历史文化

保护,全面完成历史文化名城自评和省级评估工

作,大同市历史文化保护整改工作有序推进.

(十)全力以赴抓好民生重点工作,民生福祉不

断增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持续提升.

稳就业工作扎实推进.突出抓好大学毕业生

等重点人群就业,实施线上招聘“春风行动”和“百

日千万网络招聘行动”,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

１２７９万个.全部完成贫困劳动力建档立卡,帮助

有意愿返岗农民工全部返岗.实施“一户一公益岗

位”托底安置,帮助就业困难和失业人员就业近７

万人,“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加快“人人持

证、技能社会”建设,完成１３６个实训基地建设,开

展订单式、菜单式、项目式培训,全年共培训各类企

业职工、城乡劳动者１２３３万人次.深入推进以创

业带动就业,全省运营的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

达１３９个,入驻创业实体８８５６户,吸纳就业３５８

万人.

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实施以增加知识价

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落实薪酬分配自主权,

实行绩效工资总量倾斜,绩效工资自主分配,探索

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体,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

资等并存的收入分配体系.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养

老金人均提高５％,月人均增加１７５６元,惠及２７３

万人.继续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城市低保平均保障

标准达到每人每月 ５９２ 元,农村达到每人每年

５３１９元,分别比上年提高了４１元、５５９元.全年全

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５８％,明显高于全国

(４７％).

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全面实施,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加快推

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部到位.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跨省跨制度转移接续和退

役军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工作有序推进,职业年金

基金实现市场化投资运营.在全省建立城乡居民

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低收入老年居民每年收入达到

４１３４元.积极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农村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全省共建成农村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６６７８个,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９９６个,

有力支持老年群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公共服务补短板力度持续加大.高校“三个调

整优化”持续深化,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等４所独立

学院完成转设,设立山西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和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更名为山西铁道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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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院,设立运城职业技术大学,高等院校布局

进一步优化.在１３９所院校开展７４个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试点,发放规模达１９万人.建设认定普惠

性幼儿园５６５ 所,乡镇寄宿制学校改造完成５４６

所.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持续深化.推进山

西白求恩医院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山

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成功挂牌.加快推进公共卫

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启动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与

诊治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精心组织开展我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重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圆满完成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供暖季保供任务,提前启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保供各项机制,积极应对极端严寒天气.连续１８

个月启动物价联动机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１２７

亿元,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持续强化价格

监测预警,保持重点商品价格稳定.建立住房租赁

市场联合监管长效机制,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在全国率先出台«租赁住房改建导则»,保障租赁房

屋使用安全,太原市成功入选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试点.社会足球场建设超额完成国家

确定我省目标任务.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印发«山西省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实施细则»«山西省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特别规定»,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大力

开展防汛检查、督促整改落实,确保度汛安全.深

刻汲取“８２９”重大坍塌、“１０１”重大事故教训,

开展危险化学品、输电线路隐患排查、铁路沿线地

质灾害排查治理、城乡建筑领域安全隐患排查、安

全风险隐患排查等专项行动.加强应急救援队伍

和能力建设,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省各类生

产安全亡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１９１９％、１４１５％.

同时,制定出台«山西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

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为全省高质量转型发展

提供制度保障.聚焦“转型出雏型”阶段性战略目

标,按照“收好官、定好位、谋好篇”的要求,高起点

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十四五”规划,坚决不让“十四

五”输在起跑线上.成立以楼阳生书记为组长、林

武省长为第一副组长的“十四五”规划领导组,多次

专题听取规划编制进展情况,研究确定“十四五”规

划«基本思路».围绕“六新”突破、八大定位、十二

大战略、十个基本形成,明确规划定位、目标、任务,

形成“十四五”规划«建议»,已经省委十一届十一次

全会审议通过并发布,“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式提

请省人大会议审议.成立分管省领导为组长的专

项规划领导小组,同步推进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将

“六新”、未来产业等全部列入专项规划,形成注重

实效和改革创新的３０个省级专项规划,目前基本

成形,３月底前将全部完成送审.国防动员、双

拥、退役军人、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红十字、民

族宗教、外事侨务、气象、地震、人防、防灾减灾救

灾、援疆等工作也取得积极成效.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省发

展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

问题仍比较突出,创新生态建设和新兴产业发展还

需持久发力,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较大,安全生产存

在薄弱环节,民生事业发展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对

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实际工作中下更大力气

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１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

目标

２０２１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

要性的一年,是我省“转型出雏型”开局之年,做好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至关重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牢记领袖“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

的殷殷嘱托,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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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及省

委十一届十次、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机遇,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为统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

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

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抓好“六

稳”“六保”和“六新”发展,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全面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持续

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实现高质量高速度发

展,确保“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好局,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

根据上述要求,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作目标,并与“十四五”规划指标

相衔接,统筹考虑质量与速度、现实与可能,按照实

事求是、为转型发展留出空间、合理引导预期的原

则,２０２１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安排如下:

———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８％,力争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成绩.主要考虑

是贯彻高质量高速度发展要求,符合今年经济运行

态势,有利于引导社会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５％以上,主要考虑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企业效

益持续好转.

———转型发展有力推进.规上工业企业单位

数比上年净增１０００户,主要考虑是贯彻落实省委

提出的“十四五”末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突破１

万家的目标要求.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较２０２０年提高２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经费投入增长２０％以上,主要考虑是要体现

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求.

———有效需求稳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８５％.主要考虑是要引导各地优化投资结构、提

高投资有效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０％,

主要考虑是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

将呈现恢复性增长.进出口总额增长１５％,主要

考虑是我省进出口形势好转.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资源节约方面,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完成国家下达的考

核任务,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

降４２％,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２％.

环境质量方面,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劣Ⅴ类

水体比例、设区市细颗粒物(PM２５)浓度下降幅度

比例、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和挥发性有机

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４项主要污染物减

排指标,完成国家下达的考核任务.

———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从业人员持证率达

到３０％左右,主要考虑是“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

设大力推进,从业人员持证率大幅提升.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８％和８％以上,主要考

虑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应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

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收入,以及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需要.城镇新增就业４５万人,城镇登记

失业 率 和 调 查 失 业 率 分 别 控 制 在 ４５％ 以 内、

５５％以内,主要考虑是落实国家稳就业要求和经

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

制在３％左右.

三、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和措施

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安排,聚焦“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全力推进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要重点做好以下１０方面工作.

(一)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坚决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持久战

做好疫情防控是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前

提和基础.要切实扛牢防控责任,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五点要求”,继续抓紧抓

—７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２　



实抓细各项防控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巩固我省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健

全优化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完善及时发现、快速

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工作格局.

严格“四方”责任落实,积极引导民众做好科学防

控,培育健康生活方式.建立“一张网、一张表、一

口径”的疫情信息填报平台,实现多点触发监测预

警系统全省域应用,完善多部门协同联动、大数据

信息化支撑的应急处置工作机制,提高先期处置和

疫情防控的快速反应能力.进一步强化固化应对

突发疫情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动员机制、组织协调机

制、物资储备机制、全人群覆盖检测机制和机动支

援机制.

持续抓好输入性疫情防控.做好国际航班经

停太原入境人员精准管控,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到位.针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输入风险,充分运用

大数据、网格化管理等手段,实施动态有效防控,做

到清零见底、不漏一人,确保无死角、无盲区.实行

进口冷链食品总仓管理,常态化开展农贸市场、海

鲜市场消毒及核酸检测工作,压实重点场所防控责

任,严防疫情通过冷链物流传入我省.

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公共卫生体系.制定实

施山西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推进全

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强化省市级传染病定

点医院救治能力建设,推进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和国

家紧急医疗救援基地建设.加强省级含 P３生物

安全实验室在内的重大传染病防控与诊治重点实

验室和科研平台建设,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支持检

测试剂、特效药物研发.省市县三级全部组建专业

流调、核酸检测和医疗救治“三支队伍”,全面满足

常态化和局部突发疫情条件下防控要求.有序做

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着力打造一流创

新生态

坚持把创新驱动放在转型发展全局中的核心

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科教兴省、人才强省

战略,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充分激发全社会创

新潜力和动能.

加快推进“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三大工程.深入

实施“１１１”工程,开展基础技术研究和关键技术研

发“双百”行动,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和重大技术

产业化问题.加快碳化硅三代半导体材料、合成生

物新材料、光刻机用激光器、深紫外 LED、量子光

学与光量子器件、智慧能源等领域技术突破.深入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１０００家,积极培育一批高科技领军企业.持续深

化“１３３１”工程,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力争新增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３０个以上,国家一流专业１０

个以上.继续推动“１３６”兴医工程,统筹推进“四个

一批”科技兴医创新计划,培育升级５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力争有２－３个优势学科实验室达到“国家

队”水平.实施百名博士引进计划,力争年内引进

博士４０人.

构建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加快建设首期省实

验室和省十大重点实验室、十大省级制造业技术创

新中心,启动省级重点实验室优化调整.积极申报

动态监测技术、有机旱作农业两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力争我省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实现“零”的

突破.开展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提质达标行动,

推动大型企业创办独立研发机构,打造高能级创新

载体.遴选行业龙头企业、行业骨干企业、创新潜

力企业分别实施创新“领跑”“强筋”和“育苗”计划.

推进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建设,全年力争达到１１０

户.加强国家、省、市三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力争

三级企业技术中心数量超过１１００户.建成１５户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重构全省科技创新

体系,重建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机制,全面推行科研

项目申报“常态化”、立项“揭榜挂帅”、经费使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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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制”和过程管理“备案制”.进一步扩大高校和科

研院所科研自主权,给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

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修订我省支持科技创新

相关政策,对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新技术新成果

应用给予支持.健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

技术经纪人队伍和技术交易市场,围绕太原信创、

忻州半导体、晋城光机电等产业集群,建设１０家科

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新建１０个以上中试基地,认

定５０家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示范企业.

抓好人才培育引进.深化“三晋英才”“青年拔

尖人才”“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等支持计划,建立

全球科技人才库,加大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力度.

健全完善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带动引领机制,不

断培育壮大我省高层次领军人才队伍.围绕我省

标志性、引领性的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及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山西农谷建设等重大战略任

务,探索建立专业技术人才省政府特殊津贴奖励制

度,２０２１年选拔培养１００名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的专业技术人员.实施院士后备人选培养计划,引

育至少２５名院士、长江学者为代表的国家层面创

新人才.新建人才公寓１０００套.

着力打造“双创”升级版.广泛开展“双创”活

动,不断完善“双创”体系.推动创新企业、研发平

台、中介组织集中入驻山西智创城,构建“创业苗圃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全链条

孵化体系,尽快形成创新要素聚集微循环,发挥好

智创城平台作用.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促进

中小企业联合参与重大科技项目,推动高校、科研

院所和大企业科研仪器、实验设施、中试基地等创

新资源向中小企业开放.加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

孵化器等双创支撑平台培育支持力度,新培育省级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２０家、省级小微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１０家、省级示范平台２０个.深入推

进国家级、省级双创示范基地高质量建设.举办好

２０２１年双创活动周山西分会场活动.

(三)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积极助力构建新

发展格局

坚持“转型为纲”,聚焦实现“六新”突破,坚定

实施换道领跑战略和优势转换战略,加快提升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全面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国

家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大力拓展 T７００S、T８００S在

轨道交通、新能源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推广应用,

扎实推进石墨烯、金刚石、润滑油、高端合成蜡等重

大项目建设,加快实现太钢 T１０００碳纤维规模化

量产.大力推进山西合成生物产业生态园区建设,

支持生物降解材料等环保材料推广应用,推动Ⅲ级

人源胶原蛋白产业化.重点发展超薄不锈钢、高铁

轮轴钢、高端装备用钢等特殊钢铁材料和高性能铝

镁铜材料,加速高性能高速动车组车轴/车轮、高性

能转向架、新一代制动系统等高端产品产业化规模

化.全力申报国家燃料电池城市群试点,推动大

运、吉利电动轿车规模量产.积极推进通航产业发

展,大力构建“航空材料－通航飞机制造机场建设

－通航大数据服务－无人机货运”产业链.

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大数据产业发

展,推进国家超级计算太原分中心建设,推进大同

秦淮大数据中心、阳泉百度云计算中心等重点项目

建设,争取国家重要数据资源灾备中心、环首都数

据存储中心落户山西,构建全省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协同创新体系.协同推进信创产业发展,支持长

城、百信、曙光、航天科工等计算机制造基地建设,

推进龙芯CPU、长江存储、量子芯云等重大项目落

地.提升半导体材料竞争力,建设以烁科晶体为主

体的碳化硅三代半导体材料百亿级产业园,全力打

造太原、忻州两个高端半导体材料和器件产业集聚

区.做大光电产业规模,加快构建“光电材料－光

学器件－应用产品”产业链.扎实推进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全力争取国家骨干网直联点在我省布

局.大力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稳步推进“全球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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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成物流”“联康科技”等新一代“互联网＋”服务

平台建设运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发展.

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力度.以更高标准推

动钢铁、煤炭、焦化等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

转型升级.加大力度推进大机焦建设,加快４３米

及以下焦炉退出进程,全面实施绿色焦化基地建

设.加快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重组融合省内外企业

优质资源,强化晋煤机、中科煤机、太重煤机等重点

企业专业化能力建设.深入开展省级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培育２００户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实施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制造业核心基础零部件、

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建

立完善关键工业基础技术和产业清单,加快基础领

域研究攻关,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加快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打造节能环保绿色转化先导区.

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举全省之力锻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

旅游板块,推进黄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

建设.支持临汾等沿黄４市打造黄河文化风貌展

示区,全力塑造忻州、朔州、大同等塞上长城品牌,

推动长治、晋城等挖掘太行文化,建设特色景区,做

强红色旅游产品.精心打造“游山西读历史”品

牌,推动云丘山、壶口瀑布、雁门关、晋祠、关帝庙等

龙头景区提质升级,促进一流资源向一流产品转

化.实施旅游公路建设提速工程,今年再建成

２０００公里以上.积极培育省级示范物流园区.提

升穗华、中鼎、方略等物流园功能,建设太原国家物

流枢纽和晋中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启动太原、

大同２个跨市域综合货运枢纽建设,全力构建经济

高效的货运物流体系.围绕打响“康养山西、夏养

山西”品牌,加快建设大同世家康养小镇、忻州云中

河温泉康养小镇、太原锦绣康养社区等１０个康养

项目.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有序推进公办

养老机构转企改制,支持社会办大型医养机构集团

化连锁化发展.

(四)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扩大有效

需求

坚持“项目为王”,更加注重需求侧管理,促进

投资消费进出口协同发力,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项目储备,聚焦科技

创新、基础设施、产业转型、重大战略、民生保障,掐

尖遴选１０００个重点转型标杆项目和３００个重点工

程项目.抓好项目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方面,重点

布局５G、数据中心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推

进市县城区５G 网络全覆盖,积极推进智慧交通、

智慧能源等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在５G、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领域建设一批应用场景示范工程.新

型城镇化方面,加快推进太原都市区“五大中心”建

设,实施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布局一批市政交

通和管网、城市停车场、充电桩、配送投递等设施,

建设一批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污水集中处理等

项目.重大基础设施方面,推动雄忻高铁和太原铁

路枢纽项目尽早开工,太中银铁路实现动车组开

行.加快推进集大原高铁、太原地铁１号线、太原

西北二环、祁离、黎霍等高速公路续建项目,建成静

兴高速公路、闻垣高速公路古城联络线,打通断头

路,畅通出省口.加快实施太原武宿机场三期、运

城和长治机场改扩建及朔州机场新建项目.加快

芮城、阳高、灵丘等通用机场项目建设,推动晋城机

场纳入国家“十四五”民航规划.加快推动垣曲、浑

源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特高压及“西电东送”通道建

设,启动实施山西—京津唐、山西—河北南网等外

送电项目.推动大小水网及配套工程建设.做好

古贤水利枢纽前期工作.抓好项目服务,强化要素

安排和项目需求精准匹配.继续完善领导包联,落

实“一项目一方案一专班”机制,加强用地、环评等

政策保障.着力拓展项目融资渠道,今年力争中央

预算内投资超过１００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和中央

新增投资要争取扩大占比.加大企业债券融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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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点推动优质企业债券发行.进一步拓展金融

服务范围,搭建动态更新、精准化项目推荐机制,撬

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新基建领域.用好 REITs工

具,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回收筹集的资金用于新的

补短板项目建设.

专栏９　REITs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其实质是

基于优良底层不动产、获得稳定投资回报的资

产证券化产品.

　　促进消费回暖升级.制定实施一揽子激励政

策,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传统消费,开展新一

轮汽车下乡活动,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鼓励餐

饮企业提升服务品质,创新线上线下经营模式.推

动省级示范步行街建设,打造大型商业综合体.优

化社区商业布局,改造提升一批社区生活服务中

心,推动传统实体店改造升级,重点培育１０家带动

性强的品牌连锁便利店企业.培育新型消费,推动

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智慧旅游、在线

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新模式.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支持“全球蛙”等企业申报商务部“数字商务企业”.

继续开展“山西农特品网上推广”活动.促进农村

消费,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完

善农村商贸设施和物流配送体系,畅通工业品下

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培育１０个农村电商

强县和１００个农村电商强镇.加强农产品流通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组织销售终端

开展形式多样的产销对接.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加

强与汉诺威、励展等国际知名展览集团合作,支持

各市继续办好地方特色会展活动.持续优化消费

环境,构建重要产品追溯体系长效运营机制.

推动外贸增量提质.大力孵化进出口企业,引

进一批大型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加大对外贸小微企

业国际市场开拓的支持,力争全年新增进出口实绩

企业１００家.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打造一批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外贸企业集聚区.扎实推进

太原、大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完善跨

境电商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一批跨境电商产业园

区,做好二手车出口试点工作.加大先进技术装

备、关键零部件等进口力度.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联

手开拓国际市场,持续开展“千企百展”国际市场开

拓行动,全年组织参加涉外展会参展企业１０００家

(次)以上,力争进出口总额突破１７００亿元.

(五)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推动改革向纵深

发展

坚持“改革为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坚

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

动力活力.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出台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２０２１年行动计划.以５G 通

信、先进控制技术为指引,推进智能煤矿建设,建设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１０００个.抓好煤炭绿色开采,

建设４０座绿色开采煤矿.推进国家核准的东大等

６座煤矿加快先进产能建设,全省煤炭先进产能占

比达到７５％.扎实推进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试

点.大力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对所有煤成

(层)气勘查开发项目开展全过程监管,全面清理

“圈而不探”区块,着力破解“占而不采”问题.深化

电力市场化改革,完善电网主网架结构,加大煤电

机组灵活性改造,扩大电力外送规模.完善战略性

新兴产业０３元/千瓦时电价机制,引导发电企业

切实降本增效.积极推动风电光伏平价项目健康

发展,有序推进地热能开发利用和生物质能发展,

实现能源供给由单一向多元、由黑色向绿色转变.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强化国资监管,优化资本

运营,重新核定省属企业主辅业目录,推动省属企

业完成转型项目投资１０００亿元以上.推动焦煤集

团完成内部资源重整,晋能控股集团依法依规完成

重组企业资产划转,推动企业内部业务结构调整优

化.加快推进“腾笼换鸟”,加大存量资产市场化盘

整变现力度,加快资金回笼.推进广誉远回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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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打造中医药龙头企业.建立压缩管理层级减少

法人户数长效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清化冗员瘦身健

体,彻底清理四级以下管理层级的子企业.稳步推

进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完成“三供一业”维修

改造、市政社区分离移交和所办医疗教育机构深化

改革.加快“僵尸企业”市场化出清.

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大力推进山西转型综

改示范区重塑性改革,使其真正成为高质量转型发

展的排头兵、主阵地.现有开发区８月底前全部完

成“三制”改革.严格落实领导班子任期制,选优配

强２０２０年新设立开发区管委会领导班子,推动各

开发区积极开展市场化选聘高级管理人才.完善

考核机制,推动工资收入与考核结果挂钩,探索特

岗特薪、特职特聘.在全省开发区推行市场化、专

业化改革,选择条件成熟的开发区或园区作为试

点,由在晋央企、省属国企或民企组建运营团队负

责经营.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出台生态环境、自然资源

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

施方案,进一步推动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

力相适应.深化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探索开展

政府部门标准化、规范化、平台化核算管理,全面、

准确、完整反映各级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行情况.深

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稳步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

体化.做好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立法工作.

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加强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积极争取２０２１年新增债券规模.优化金

融生态,深化城商行、农信社改革,组建山西银行、

太原农商行.建立地方金融组织全覆盖、穿透式监

管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底线.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深化“一枚印章管审

批”改革,全面推进１３０项个人服务高频事项“跨省

通办”,７０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省内通办”,

全省９０％行政审批事项全程网上办理.推动登记

注册规范化、标准化,持续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实现全省域新开办企业“１天办”.“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全面应用,年底前实现转移、抵押、

查询等主流业务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省网办”,一

般性工业项目从立项审批到竣工验收累计审批时

限压缩至３５天以内.健全完善全省域营商环境第

三方评价全覆盖机制,力争实现企业开办、办理建

筑许可、获得电力、不动产登记等营商环境重点指

标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拓展完善“领导驾驶舱”一

站式决策指挥平台、晋政通、“１３７１０”督办系统等覆

盖范围和应用功能.扎实推进我省社会信用立法

工作.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３０条”“２３条”,制定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

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探索建立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体系,完善民营企业诉求办理工作机制,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引进、支持行业领军企业、旗

舰企业在晋发展.持续推进“个转企、小升规、规改

股、股上市”,全年净增规上工业企业１０００户,新培

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３００户以上.开展３０家重

点后备企业上市培育计划,推动５家企业在沪深港

交易所上市.

(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开放型经济新

优势

把握国家扩大高水平开放机遇,积极开拓新市

场,优化贸易结构,更好利用外资,着力提升开放型

经济发展水平.

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持续开展“山西品牌丝路行”“外资企业山西

行”等活动,积极推进我省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和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加快国际合作园区建

设,推动综改示范区建成中德合作园区,大同、晋

中、晋城开发区、长治高新区启动国际合作园区建

设.出台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及“十四五”实施方案,加强与沿黄省区合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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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发挥好三个招

商局作用,深度融入京津冀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

展,主动对接环渤海、长三角、大湾区,精准承接产

业转移.

高标准打造对外开放平台.全力申建山西自

贸试验区,加快完善总体方案,争取尽早获批.积

极申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立有

效对接RCEP的政策机制.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等

新兴业态发展,争取跨境电商B２B出口监管试点.

推动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升级扩容,实现邮件、跨

境电商９６１０、商业快件“三关合一”,业务处理量达

到３０万件/天.切实提高国际邮件出口效率,推动

开通太原－芝加哥货运包机航线.推进中鼎物流

园申报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争取将中鼎物流园纳入

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形成太原至明斯

克、塔什干、马拉舍维奇三列固定班列.发挥好进

境水果指定口岸查验场、进境冰鲜产品指定口岸功

能,力争全年进出口总额突破２００亿元.巩固压缩

货物整体通关时间成效,大力推行“提前申报”、优

化进口“两步申报”通关模式.

专栏１０　“RCEP”“跨境电商９６１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２０１２年由东盟发起,历时八年,由包括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１５方

成员制定的协定.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５国正

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跨境电商９６１０:适用于境内个人或电子商

务企业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现交易,并采

用“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模式办理通关手续的

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通过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一线的电子商务零售进出

口商品除外).

　　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出台山西省外来投

资促进条例,完善招商引资奖励政策.围绕１４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策划包装３００个重点招商项

目.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持续推进小分队精准招

商、点对点招商.依托各类创新平台,大力实施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双招双引”工程.办好中博会、世

界晋商晋才创业创新大会等重大招商活动.全面

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出台利用外资奖补政策,实施提振利用外资专

项行动,跟踪跨国公司在华机构投资布局和动向,

引进一批关键节点企业和旗舰型重大外资项目.

(七)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

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强化粮食生产安全,不断

夯实我省农业基础.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攻

坚目标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设立５年过渡期,

过渡期内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项分类优化调

整现有帮扶政策,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

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转型、有序过渡.健全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

实施常态化监测,持续跟踪收入变化和“两不愁、三

保障”巩固情况,及时帮扶,动态清零.围绕“一老

一小一青壮”,抓教育斩穷根、抓培训增技能、强保

障防返贫,落实好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全

生命周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依托十大产业集群

培育,推进一批产业提升项目,补齐基地建设、冷链

物流等方面短板弱项,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强

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聚焦１１２２个集中安置

区、４７２万搬迁群众,加强安置区产业培育和就业

帮扶,加快完善安置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搞好

社区治理服务.

专栏１１　“两不愁、三保障”
两不愁: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

愁穿.
三保障: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住房安全.

　　推进农业“特”“优”发展.压实粮食生产责任,

狠抓“两保”稳政策,强化“两导”稳面积,落实“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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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三防”稳产量,确保粮食面积和产量稳定在

４６９５万亩、１４２５亿公斤以上.开展第一产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打好一产高质量发展、种业两个翻身

仗.深化三大省级战略和五大平台建设,积极申报

云州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创建２０个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推动有机旱作农业向纵深发展,加

快创建国家有机旱作农业科研和生产试验区,建设

１４个科研示范基地和２７万亩十大产业集群有机

旱作生产基地.新建高标准农田２８０万亩,新增设

施农业(主要指蔬菜、食用菌、水果)面积５万亩.

继续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力争

产值突破１０００亿元.推广设施农业、果园、药茶和

农产品初加工等特色农业专用机械,主要农作物综

合机械化率达到７４％左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力争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５００家,全

省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突破２３００亿元.建立特

色优势农产品目录库,健全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推

动山西药茶、大同黄花产业提质升级.

专栏１２　“两保”“两导”“两藏”“三防”
两保: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地方政府

抓粮积极性.
两导:技术指导、工作督导.
两藏: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三防:防旱、防灾、防病虫害.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六大提升行动”,补齐补强乡村水、电、路、网、物流

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短板.加快

“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全年完成

２０００个.强化农村自建房建设管理.整建制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覆盖

９５８％以上行政村,新开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６００

个以上,整村分类推进改厕３０万户以上,再创建

１０个省级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和５０个示范村.抓

好农村“两委”换届,推进文明村镇、文明户等创评,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加大传统村落保护

力度.

专栏１３　六大提升行动

农村基础设施完善提升行动,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提升行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提升行动,
农村“厕所革命”提升行动,乡村特色风貌提升

行动,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行动.

　　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继续抓好农民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实施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培育工程,发展壮大转型农村

集体经济.抓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３０

年政策衔接试点.推动清徐、平遥、泽州３个县宅

基地改革试点工作,选择２０个县开展闲置宅基地

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示范.争取农业生产托管整

省试点,全省农业托管面积达到２５００万亩以上.

有序推进农技农经农机“三支队伍”改革,抓好农村

“三块地”改革.推进水利、林草、供销社等领域

改革.

专栏１４　“三块地”改革试点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八)大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努

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建设充满活力、富有

特色、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不断提升我省

城市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打造区域发展核心引擎.按照“一主三副六市

域中心”布局,突出抓好太原都市区建设,强化省会

城市引领辐射作用,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培育壮大

楼宇经济、总部经济、枢纽经济.深化太原市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推动太原都

市区一体化发展.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提升,

推动市域中心城市提质发展,高水平推进城市建设

和公共服务提升.积极稳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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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解决“一市一区”“城郊矿”等问题.

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加强城市设计工作,启动

“城市客厅”和特色片区建设.建设省、市两级城市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推动城市管理智能化,促进城

市运行“一网统管”.深化“两下两进两拆”专项整

治行动,持续做好“三延伸两提升”,围绕“控新治

旧”要求,建制度、严管控.加快实施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全年开工改造１８６６个小区,重点做好市政配

套设施以及建筑节能改造、加装电梯、周边绿化亮

化、停车设施配建等工作.特别是要大力做好供热

管网改造,加强热源热泵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温暖

度冬.抓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加快建设生活垃圾

分类终端处理设施,力争年底前基本建成生活垃圾

焚烧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太原市居民生活垃圾分

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其他设区市达到３０％以上.

加强城市排水防涝建设,完成１７６３公里雨污分流

改造任务.合理确定路网框架,构建“窄马路、密路

网”交通体系,提升城市通行效率.保护城市历史

文化和延续历史文脉,推进１２个历史文化名城、６

个独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完成１７２６处

历史建筑测绘建档,推进晋城市、平遥县历史建筑

活化利用试点.

加快推进大县城建设.深化城乡公共服务一

体化便利化改革,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吸引更多人口到县城就业发展.壮大县城经济,依

托开发区、产业园等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落地县

城.推动清徐、孝义、阳城国家新型城镇化示范县

城建设.加快“乡镇撤并”“撤乡改镇”“撤乡镇改街

道”等行政区划调整,力争乡级行政区平均人口达

到３万人左右.开展“小城市”试点探索.

(九)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绿色美丽山西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可持续

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绿色生态、绿色生产、绿色生

活,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持续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

加强水土流失治理,组织实施一批国家水保、塬面

保护、旱作梯田和淤地坝项目,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５２５万亩.推进国土绿化彩化财化,完成营造林

４００万亩以上.全面推进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

项目,以汾河带动其他六河、“五湖”和岩溶大泉保

护治理.完善生态保护和补偿政策,试行汾河上下

游横向生态补偿.

专栏１５　“两山”“七河”“五湖”
两山:太行山、吕梁山.
七河: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涑

水河、大清河.
五湖:晋阳湖、漳泽湖、云竹湖、盐湖、伍姓湖.

　　打好升级版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实施钢

铁、焦化、水泥等行业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深入

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新建、改建、扩建耗

煤项目严格执行煤炭减量等量替代.巩固提升设

区市和县城建成区及城乡结合部、国家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城市特别是太原及周边“１＋３０”平原地区清

洁取暖全替代.强化农业农村种植、养殖污染防

治.开展县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环

境状况评估,推进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的划定.持续推进农用地分类管理,严格建设用地

准入管理,完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专栏１６　太原及周边“１＋３０”区域

１:太原市全区域.

３０:忻州市忻府区、原平市、定襄县,吕梁市

孝义市、汾阳市、文水县、交城县,晋中市榆次

区、太谷区、祁县、平遥县、介休市、灵石县、寿阳

县,阳泉市城区、郊区、矿区、平定县、盂县,临汾

市尧都区、霍州市、洪洞县、襄汾县、曲沃县、侯
马市,运城市盐湖区、河津市、新绛县、稷山县、
闻喜县.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落实“三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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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三线一单”,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严格

控制高碳、高排放项目,持续推进城市建成区及周

边重污染企业搬迁退出,加快退出炭化室高度４３

米及以下焦炉,推进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和确权

登记.强化能耗“双控”制度,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

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加快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

线监测系统建设.制定我省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

案,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深入开展全

社会节水节能节地行动,统筹推进“五水”综改,建

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大力提升农灌用水效率.

健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标准体系,推进临汾、

大同国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加大塑料

污染治理力度,持续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管理.积

极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

专栏１７　“三区三线”“三线一单”“双控”“五水”
三区三线:根据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

空间三种类型的空间,分别对应划定城镇开发

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三

条控制线.
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双控:控制能耗总量和强度.
五水:水源、水权、水利、水工、水务.

　　(十)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进人民福祉

坚持人民至上,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有效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落到

实处.

深化“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以提升取证

率、就业率、增收率为目标,开展各类菜单式、订单

式、项目制培训,力争全年职业技能提升培训１００

万人次以上.加快技能评价制度改革,推动建立以

市场为导向、以企业等用人单位为主体、以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为主要方式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落

实“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建立便捷高质的

线上线下一体化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实施“一县一

品”劳务品牌建设工程,扩大“吕梁山护工”“天镇保

姆”等知名品牌影响力,全省特色劳务品牌达１００

个以上.高标准做好第４６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工

作、办好第三届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实现以赛促训

以赛促培.

坚决保就业稳就业.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高

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高标准实施“三支

一扶”计划,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确保

２０２１届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不低于去年同期水

平.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

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５万人以上,“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开拓国内外劳务市场,统筹做好农民

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加

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业示范园区等平台建设,

扩大创业担保贷款规模,支持多样化的自主就业、

灵活就业.

专栏１８　“三支一扶”
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

教、支医和扶贫工作.

　　扎实做好大健康工作.落实公共卫生防控救

治能力建设方案,全面加强公立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和可转换传染病区建设,实现市级医院和县级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全覆盖.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体系,在全面推进山西白求恩医院首批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试点基础上,争取再布局１－２个国家试点

和４个省级试点,支持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

快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梯次打造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升级版,推动所有省级综合医院上

联国家标杆医院,下通基层县医院,满足群众就诊

需求.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实施中医药服务能力

加强工程、中医药人才培养工程和中医药健康服务

业拓展工程,再建９１个基层中医馆,推动国家中医

临床研究基础建设.持续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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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再创山西医改新经验.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和全国健身活动,全面推进体育山西、健康山

西、幸福山西建设.

着力推进优质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三个

调整优化”,加快优势学科发展和独立学院转设.

大力度办强职业教育,启动实施省级职业院校“双

高”建设计划,完成８所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试

点任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扩大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按照就近就便服从就优原则,推动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小学向乡镇所在地集聚办成

寄宿制学校,中学向县城集聚办成高质量学校.鼓

励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

专栏１９　“三个调整优化”“双高”建设计划

三个调整优化:从学校布局结构、学科学院

建设、专业设置三个层次对高校进行调整优化.
“双高”建设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健全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启动实施城

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推进补充养老保险待遇

领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夯实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准备工作.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平稳运行.有效防范化解社保基金支付风

险.完善工伤保险省级统筹配套政策,推进失业保

险金省级统筹,适当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标准,扩大社会救助覆盖范围,努力打造有深

度、有温度的社保服务体系.完善长租房政策,规

范住房租赁市场,筹集租赁住房１０万套,开工改造

棚户区８５２６套.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动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创新.做好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相关

工作.深入实施乡村文化记忆工程、文明守望工

程,加大非遗和文物保护利用力度,开展重大考古

课题研究.加强云冈学建设.稳步提高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我省文化影响力.

全力做好１１件民生实事.实施“人人持证、技

能社会”全民技能提升工程.为怀孕妇女提供免费

产前筛查与诊断服务.为重点帮扶县农村妇女免

费提供“两癌”检查服务.实施５万名残疾预防重

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将免费法律

咨询便民工程拓展延伸为免费法律咨询和特殊群

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实施“五个一批”群众文化

惠民工程.实施城镇养老幸福工程.为既有住宅

自愿加装电梯实施奖补.实施免费婚前医学检查.

在人流密集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建设

２００个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

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深刻汲

取“８２９”“１０１”重大事故教训,狠抓煤矿、危化、交

通、建筑、非煤矿山、特种设备、消防等重点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落实“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和煤矿

安全生产特别规定等,建立完善重大自然灾害和生

产安全事故调查评估等制度,健全防控体系,开展

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全面建

设“平安山西”.实施“四个最严”药品监管行动计

划,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巩固深化拓展“三零”

单位创建成果,做好社会治安、反恐防暴和信访维

稳等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能力,切实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专栏２０　“三管三必须”“四个最严”
三管三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支持国防建设,做好国防动员、双拥、退役军人

服务管理工作.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

团组织作用,大力发展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红

十字、关心下一代等事业.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外

事、侨务、港澳台、人防、广电、气象、地震、科普、档

案、史志、参事、防灾减灾救灾、援疆等工作,确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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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各位代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让我们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坚强

领导和监督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

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开

拓创新、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攻坚克难,全力推动

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奋力夺取“十四五”转

型出雏型开局新胜利,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１００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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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

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１年省本级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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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提出２０２０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会议的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

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上下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

疫情防控主动权,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经济稳步

向好、转型态势强劲、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全

省财政部门更加积极有为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牢

牢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十二字方

针,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抗疫经费充足安排,

基本民生兜牢底线,重大战略得以保障,财政改革

持续推进,财政职能作用有效发挥,有力支撑了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

查批准后,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相继批准了本级预

算,省政府于２０２０年７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送省

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２０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 ２３８９１８ 亿元,一般公 共 预 算 支 出 为

４６９１７４亿元.预算执行中,受减税降费、新冠肺

炎疫情、政府债券增加等因素影响,省本级、部分市

县陆续调整了收支预算.经汇总,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调整为２２２０７５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

整为５３０６１９亿元,主要是中央转移支付补助增加

所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２９６５２亿元,为

调整预算的１０３４％(以下简称为“预算”),比上年

下降２２％(下同).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５１１０９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３％,增长８５％.预

算收支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收收入完成１６２５９４亿元(税务部门组织完

成１６３５５１亿元,差额主要是增值税留抵退税我省

调库中央),为预算的９７９％,下降８８％.其中:

增值税完成 ６２８４６ 亿元,为预算的 ９５％,下降

１２６％;企业所得税完成２２９９４亿元,为预算的

９５８％,下降１５３％;个人所得税完成３８１１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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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预算的 １０４１％,增长 ３７％;资源税完成

３５８７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７％,下降６３％.上述

四个主体税种合计完成１２５５２４亿元,占全部税收

收入的７７２％.

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６７０５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１９８％,增长１８９％,主要是各级财政开源挖潜

弥补税收短收,扫黑除恶罚没收入等增收较多.其

中:专 项 收 入 完 成 １５６３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１０５％,增长１８６％;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１１０６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７５％,增长２３４％;罚

没收入完成９３２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３７％,增长

３９７％;国 有 资 源 (资 产)有 偿 使 用 收 入 完 成

２２９０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６７％,增长０８％.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４２５７７亿元,为预算

的９８２％,增长８７％;国防支出执行３３１亿元,

为预算的６６７％,下降１３５％;公共安全支出执行

２５８９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１％,增长２６％;教育

支出执行 ７３４１４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９７８％,增 长

５４％;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６５８３亿元,为预算的

９６７％,增长１４１％;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执

行１１２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６％,增长０１％;社会

保障 和 就 业 支 出 执 行 ８０９０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８２％,增长１３７％;卫生健康支出执行４３３４４

亿元,为预算的９８％,增长１８２％,增幅较高主要

是疫情防控方面的支出增加;节能环保支出执行

２６０３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１８％,增长１５１％;城乡

社区支出执行４７６７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９％,下降

１４％;农林水支出执行 ６５２１３ 亿元,为预算的

９６１％,增长４２％;交通运输支出执行３３５８５亿

元,为预算的９７９％,增长４７％;资源勘探工业信

息等支出执行９６８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３％,增长

１１％;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执行１４５９亿元,为预算

的８６３％,增长２８％;金融支出执行３８７８亿元,

为预算的７９６％,增长１８０５％;援助其他地区支

出执行３６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增长１２４％;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执行６７４５亿元,为预算

的９６３％,下降３５％;住房保障支出执行１２０１

亿元,为预算的９０６％,下降１５％;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 执 行 １９９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５９％,增 长

１７８％;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执行４７５７亿

元,为预算的９４５％,增长２５７％,增幅较高主要

是中央补助增加较多;债务付息支出执行７８９６亿

元,为预算的９９６％,增长１６５％;债务发行费用

支出 执 行 ０７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９１％,增 长

７７８％,增幅较高主要是债券发行规模大幅增加;

其他支出执行５４２７亿元,为预算的６３１％,增长

８７９％,增幅较高主要是我省产业发展基金执行率

提高.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审查批准后,根据«预算法»规定,省本级预算经省

人大常委会批准进行了两次调整.２０２０年末,省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６３７亿元,与调整后预算

一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９６２５４亿元,比调整后

预算８８７２４亿元增加７５３亿元,增加原因主要是

增加上年结转３９６２亿元(２０２０年７月已向省人

大常委会备案),中央转移支付补助增加６０６７５亿

元,以及增加市县转移支付补助相应减少省级支出

５７１０７亿元所致.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６４９２６

亿元,为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０１９％ (以 下 简 称 为 “预

算”),比上年下降８５％(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执 行 ９１９７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５６％,增

长８６％.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收支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收收入完成４８１８亿元(税务部门组织完成

４９０２６亿元,差额主要是增值税留抵退税我省调

库中央),为预算的９８６％,下降１４１％,下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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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和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

其中:增值税完成１７４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９％,

下降２２２％;企业所得税完成７６７９亿元,为预算

的９９７％,下降１４１％;个人所得税完成１１４３亿

元,为预算的 １０５８％,增长 ３６％;资源税完成

２１４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１％,下降７％;环境保

护 税 完 成 ３７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４５％,下

降１１１％.

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１６７４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１２８％,增长１２２％.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１６４６

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６％,下降３２３％,主要是水利

建设专项收入因政策调整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入完成２９９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１％,增长１３％;

罚没收入完成３７０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８％,增

长１９９９％,增幅较高主要是扫黑除恶罚没收入增

加;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８３９２亿

元,为预算的１１６４％,增长０３％;其他收入完成

１４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９２％,增长６０７％,增幅

较高主要是２０２０年劳动补偿费纳入一般公共预算

管理.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３４０５亿元,为预算的

８７３％,增长４２％;公共安全支出执行８９０１亿

元,为预算的９３４％,增长１３２％;教育支出执行

１３５３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３％,增长１８３％,增幅

较高主要是高校改革以及支持民办教育资金增加;

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１２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２５％,

同口径增长０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

１７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４％,下降５３％;社会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执 行 ２１４４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９７％,增长３５％;卫生健康支出执行３５４４亿

元,为预算的９７３％,增长６９５％,增幅较高主要

是疫情防控方面的支出增加;节能环保支出执行

２８３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６％,增长１６７％;农林水

支出执行 １１２８３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９８４％,增 长

１５％;交通运输支出执行１３１８９亿元,为预算的

９９１％,下降１３６％,下降原因主要是交控集团支

持方式由资本金注入转为专项债券资金安排;资源

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执行１０７４亿元,为预算的

９５４％,下降２２５％,下降原因主要是自２０２０年

起支持各市县项目的新动能专项资金转列市县支

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执行１１３亿元,为预算的

９９９％,增长０４％;金融支出执行２５９２亿元,为

预算的７３３％,增长２５８９％,增幅较高主要是金

融企业改革化险支出增加;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

出执行１２３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２％,增长１４％;

住房保障支出执行２３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６％,

增长５１９５％,增幅较高主要是住房货币化补贴增

加较多;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８７１亿元,为预算

的９９１％,增长１２％;债务付息支出执行１６４８亿

元,为预算的９９２％,增长２０７％;其他支出执行

１６４５亿元,为预算的６０９％,增长２３１％,增幅较

高主要是我省产业发展基金执行率提高.

３中央对我省、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２１２０１７亿元,

增长２０５％.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９３３６７亿

元,增长２２％,主要是中央为应对疫情和地方减收

影响,大幅增加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

付１８６５亿元,增长７１％.

省 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２２４５２５ 亿 元,增 长

２１６％.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８８９９７亿元,增

长 ２４８％;专 项 转 移 支 付 ３５５２８ 亿 元,增 长

７１％.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

的８４２％,进一步下沉了财力,为提升基层“三保”

能力、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 年 全 省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１５１９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５％,下降２９％,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 １０２５７２ 亿 元,下 降

２９％;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７９１１３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２４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２　



８７８％,增长２３３％,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

关支出９１２７３亿元,下降１８４％.

２０２０ 年 省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６８０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３３％,增长３６４％,增幅

较高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较多;预

算支出执行２７２８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１５％,增长

２５６３％,增幅较高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安排支出和债券安排支出增加较多.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 年 全 省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８９５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５％,增长１７７９％,其

中产权转让收入１７１７８亿元,增长３１３９％;预算

支出执行１６８２亿元,为预算的８７％,增长１７５％,

主要是省级收支增加较多.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１６１９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４６２％,增长４０２１％,主

要是省属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增加较多;预算支

出 执 行 １５４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５３％,增 长

６８５％,主要用于解决国企“三供一业”移交补助等

历史遗留问题及支持金融企业改革化险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 年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７７４３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３２％,下降７５％,主

要是 阶 段 性 减 免 社 会 保 险 费;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９７３３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２％,增长７９％,主要

是提高部分社会保障待遇标准.主要收支项目执

行情况如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８１４５４亿元,支出１０２５９６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基金收入３５０９４亿元,支出３５９６４亿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９９３亿元,支出

６８０４亿 元;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基 金 收 入

２５８７３亿元,支出２３４０７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收入２０７３亿元,支出２０７４９亿元.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９１７０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４７％,增长４２％;预算

支出执行１１２６８１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４％,增长

９６６％.收支增长主要是２０２０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主要收支项目执行情

况如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８１４５４

亿元,支出１０２５９６亿元,收支均与全省一致;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５５６９ 亿元,支出

５９９４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３１８亿

元,支出２３８９亿元.

(五)债务情况

２０２０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新增政府债务规模

１０１８亿元,其中:发行政府债券１０１４１亿元(省本

级留用３２８亿元,转贷各市６８６１亿元),着力增强

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和防疫应急能力,聚焦新型基础

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交通、水利等重大工

程建设和城商行改革发展,补齐社会民生事业短

板,全力支持我省经济转型升级;政府外债举借规

模３９亿元,主要用于山西城乡水源保护和环境改

善示范项目、山西省沿黄河流域生态恢复林业项目

和吕梁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等.

２０２０年 ３ 月,财政部下达我省再融资债券

２６１５５亿 元 (省 本 级 留 用 ２６ 亿 元,转 贷 各 市

２３５５５亿元),用于偿还当年到期政府债券,对缓

解政府偿债压力、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发挥了积

极作用.２０２０年底,我省又争取财政部再融资债

券１３３亿元,用于置换我省存量政府性债务.

２０２０年底,我省政府债务余额４６１２亿元,控

制在政府债务限额４８３３亿元之内.

(六)落 实 省 十 三 届 人 大 三 次 会 议 预 算 决 议

情况

省财政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

决议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预算

工作委员会的审查意见,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

策,更大力度支持高质量转型发展,更加精准保障

改善民生,更快步伐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持续提升

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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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全省财政系统紧急动

员、迅速行动,加强对确诊和疑似患者的救治保障,

增加对医护防疫人员的经费补助,强化疫情防控物

资采购和科技支撑,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建立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资金应急保障机

制,加强资金集中统一调度,对统筹各级财政补助

和相关资金后仍有困难的市县,采取先调度再清

算、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及时足额保障疫情防控

资金.全省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财政资金５６７亿

元,有力保障了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为支持企

业纾困发展、推动有序复工复产,制定实施一批阶

段性援企稳岗兜底等财税政策.中央和我省出台

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全部落实到位,全省累计新增

减税降费超过３３０亿元.

２确保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积极应对疫情对财政收入的不利影响,采取多

项措施促进预算稳定运行.加大力度争取中央支

持,抓住中央增加财政赤字规模、发行抗疫特别国

债等政策窗口期、机遇期,多次赴财政部反映我省

建议诉求,最大限度争取中央支持.全年争取中央

转移支付资金２１２０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５％,增

加 ３６０７２ 亿 元,其 中 争 取 特 殊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１９０５３亿元,规模排名全国前列.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思想,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严格财政支出管理的通知».全省各级年初预算压

减一般性支出６２５亿元,在预算执行中压减收回

非急需、非刚性支出６８２亿元,补充税收减收造成

的收入缺口,用于我省经济发展亟需支持领域.加

大力度缓解市县财政困难,省财政先后下达县级财

力性转移支付资金８１４亿元,阶段性提高县级财政

资金留用比例,加大财政库款调度力度,最大限度

下沉财力.中央分配我省的特殊转移支付和抗疫

特别国债等直达资金全部按规定直达市县,直接惠

企利民,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全省“三保”保障有力.

３聚焦“六新”推动转型发展

做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财政保障工作,设

立煤成气产业基金和煤成气增储上产专项资金,按

照“多增多补”的原则调整完善省级财政补贴政策,

加快我省煤成气产业发展.下达资金２６４４亿元

支持新能源汽车、物联网、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增能

提速.加大力度实施“１３３１”工程,统筹推进“双一

流”建设.下达人才经费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计划、“三晋英才”支持计划等,促进我省高质量引

才聚才.

４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做好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使用和风险防控.坚持“资金跟着项目

走”的原则,将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重点领域和

重大项目,加快资金拨付使用进度,保障项目建设

需求.试点发行高铁等领域全省项目集合债券,发

行２０年、３０年长期专项债券,推进债券发行期限

与项目实施期限的合理匹配.债务高风险县区全

部纳入全国存量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试点范围,融资

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成效明显,交通、棚户区改造

等重点领域债务风险化解有力.建立政府债务化

解激励约束机制,指导督促市县强化债务管理,增

强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大力支持脱贫攻坚.坚持

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２０２０

年各级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１５４亿元,其中省级

安排５４３亿元,增长１０８％,重点向深度贫困县、

挂牌督战地区、脱贫任务重的非贫困县、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地区倾斜.省级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２０亿元,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３亿元,统筹推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积极支持污染防治.

将污染防治作为重点保障和优先支出领域,省财政

投入各类环保资金７５７亿元,全力支持打好大气、

水、土壤等污染防治标志性重大战役,加快推进汾

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

５兜牢底线保基本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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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及时下达资金促进

就业创业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推动实现更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财政补

助制度.实施高等职业院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制

度改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提

高２０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

年提高５元.支持实施“１３６”兴医工程,加快区域

医疗中心、中医药强省等项目建设.下达困难群众

救助补助资金６８９１亿元,兜住了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底线.

６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

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成资源税地方

立法任务.在全国率先出台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实

现专项债券项目全周期和资金全过程管理.出台

了教育、科技、交通运输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制定了全省深化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积极开展全省预算

管理一体化建设,建立全省单位会计核算科目体

系、财政总会计核算科目体系,出台省级基本支出

预算管理、财政项目库管理和预算调剂管理办法.

实行零基预算,优化支出结构,打破基数概念和支

出固化格局,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出台了特殊

转移支付、均衡性转移支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等转移支付办法.出台省直部门公务用车租

赁费、食堂运行费、办公区室外绿化等预算支出标

准.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推进事前绩效评

估,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加强事中绩效运行监控,推

动绩效评价扩围增效,制定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管理办法,编制了«省级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和

标准体系»,在省级层面基本建立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制定山西省财政

暂付性款项风险防控方案,确保各级防控工作落实

到位.

总的来看,２０２０年各项财政工作稳步推进、开

拓创新,取得了新的进展.这是省委、省政府科学

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加强监

督、有力指导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和全省人民攻

坚克难、砥砺奋进的结果.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

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２０２０年财政紧平衡是在

中央财政增加赤字和债务的短期支持下实现的,部

分市县在疫情面前财政困境再现,吃饭财政回归,

市县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剧;在短期内,我省对煤

的依赖难以解脱,煤价涨跌对税收增减有直接和加

倍作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难以增长,支出规模不

断扩大,进一步考验着财政的统筹协调能力.我们

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正在采取措施认真解决,也恳

请各位代表、委员一如既往地给予指导和支持.

二、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２０２１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

要性的一年,是我省“转型出雏型”开局之年,做好

财政预算工作至关重要.２０２０年８月,省财政厅

向省人大常委会相关机构和部分省人大代表汇报

了省本级预算编制情况,有关意见建议已被充分吸

收并积极体现落实到了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中.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安排总体要求

一是收入预算实事求是、科学预测、打实打足.

充分考虑经济企稳向好、减税降费和“放管服效”改

革效果显现、我省转型发展态势良好等积极因素,

科学合理制定收入计划.积极组织做好财政收入

工作,既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又依法征收,加强税

收征管,加大“腾笼换鸟”、两权价款清收和扫黑除

恶罚没收入入库力度,确保应收尽收.

二是支出预算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

保战略”十二字方针.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勒紧

裤腰带”过“紧日子”.强化预算结构性重塑,真正

实施零基预算,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度,在保

障“三保”基本支出的前提下,更加突出保战略,集

中财力办大事,聚焦“六新”突破,强化创新驱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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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兴省、人才强省,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

三是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

筹,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加快政府债券发

行使用进度,加大对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工程、教

育、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支持力度,带动有效投资,

支持补短板扩内需.

四是全力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全力支持城商行和高风险农信社

改革化险工作.积极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

隐性债务增量,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增强财政

可持续性,确保财政安全运行.

五是加强预算信息化建设和预算绩效管理.

提升全省财政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建成贯通中

央、省、市、县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现对财政

资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流程监控,及时发现

和纠正财政收支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将绩效管理

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加强绩效目

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大力

削减或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和使用效益.

(二)２０２１年收支预算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４１１３４亿

元,比２０２０年完成数增长５％.其中:税收收入

１７７１亿元,增长８９％;非税收入６４０３４亿元,下

降４５％.

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７０２６９亿

元,增长３１％(同口径,下同).资金来源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２４１１３４亿元,转移性收入１８３５４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４２３４亿元,预计上

年结余、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入

５２０９５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还本等支出１０７３３亿元.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３９７６７亿元,增长０８％;国防

支出４２９亿元,增长０５％;公共安全支出２３６４

亿元,增长 １１％;教育支出 ７７７８８ 亿元,增长

１０２％;科学技术支出７４５３亿元,增长１４７％;

文化 旅 游 体 育 与 传 媒 支 出 ９６７４ 亿 元,增 长

４３％;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８０６０２ 亿元,增长

８４％;卫生健康支出３９６６３亿元,增长５６％;节

能环保支出２６９２８亿元,增长９３％;城乡社区支

出２８８３２亿元,增长２２％;农林水支出５３５９亿

元,增长３２％;交通运输支出２３３８６亿元,增长

１０％;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７６０８亿元,增长

１２％;商 业 服 务 业 等 支 出 １０６３ 亿 元,增 长

２７％;金融支出６７亿元,增长２８３８％;援助其他

地区支出３６９亿元,与上年持平;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等支出５３３３亿元,增长５９％;住房保障支出

８６３２亿元,增长５８％;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５７

亿元,增长１８％;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３８４

亿元,增 长 ３１％;预 备 费 ４６６６ 亿 元,下 降

１６５％;债务付息支出８３亿元,增长１１％;其他支

出１０３５６亿元,下降６０１％.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９８亿元,

增长 ７５％.其中:税收 收 入 ５３２３ 亿 元,增 长

１０５％;非税收入１６５７亿元,下降１１％.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９０２３亿

元,增长４４％(同口径,下同).资金来源为:省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９８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

县上解收入１９１７５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３５８３亿元(２０１９年底前建立部分全部动用),债

务收入４２３４亿元,预计上年结余收入３９０１亿

元,调入资金７１８８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补助市

县等支出１９１４３３亿元.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

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３２７１亿元,增长１２％;公

共安全支出 ８１８２ 亿元,下降 ４４％;教育支出

１３５５１亿元,增长１２２％,增幅较高主要是新增高

校“双一流”大学建设、独立学院转设等项目,省属

院校生均拨款改革经费增加等;科学技术支出

２８７５亿元,增长１４８％,增幅较高主要是科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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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和人才专项资金等增加;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１５９８亿元,下降１６２％,下降原因主要是

２０２０年一次性安排文旅集团注册资本金;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２３００１亿元,增长１３１％,增幅较

高主要是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缺口补助

增加;卫生健康支出２１９１亿元,增长１０３％;节

能环保支出２３４１亿元,增长０１％;农林水支出

５０８７亿元,增长４７％;交通运输支出１２７０４亿

元,增 长 ２０％;金 融 支 出 ６４９９ 亿 元,增 长

１１８６９％,主要是金融企业改革化险支出增加;自

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３６８亿元,增长７％;住

房保障支出１６６亿元,下降３３１％,下降原因主

要是２０２０年住房货币化补贴安排以前年度缺口资

金,２０２１年仅安排当年资金,以及棚户区改造任务

量减少补助资金相应减少;预备费１０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１８７００９亿

元,其中:一般转移支付１５９４０９亿元,主要包括共

同事权转移支付６３５９５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５８６３９亿元,固定数额补助１４０９８亿元,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９９０９亿元等;专项转移

支付２１４２８亿元;对市县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２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级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３４２亿元,较２０２０年预算减少００７亿元,同口径

下降３％.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０３５亿元;公

务接待费０４１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

费２６６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８６９７亿

元,加上中央补助收入７１９亿元、预计上年结余收

入１２３２９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６４３８亿元,收入总

计１２８１８３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９５１６７亿元,下降７２％.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总计１２８１８３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１２２３１６亿元,调出资金１６０２亿元,专项债务还

本支出４２６５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１３８亿

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８５６亿元、预计

上年结余收入２０１６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６４３８亿

元,收入总计１８４４８亿元.省级收入主要安排项

目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５２３７亿元,彩票

公益金８０３亿元,车辆通行费６９８亿元,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基金２５４亿元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

则,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１８４４８亿元,其中省

本级支出 １６７４６ 亿元,补助市县等支出 １７０２

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２０４４

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０４９亿元和预计上年结

转收入１１０９亿元,收入总计２３２０２亿元,其中产

权转让收入２００亿元,增长１６４％.全省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２３２０２亿元,其中: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１６７０２亿元,增长３４４％,调出资

金６５亿元.收支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省属国有企业

“腾笼换鸟”产权转让收入增加及相应安排的支出

增加.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０８亿

元,加 上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０４９ 亿 元,收 入 总 计

２０８４９亿元,其中产权转让收入２００亿元.省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２０８４９亿元,其中省

本级预算支出１１８９亿元,增长１１０２％,主要用

于支持国企改革和金融企业改革化险支出等;补助

市县支出２７１９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资金６２４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２０６６３

亿元,预算支出２１１６６２亿元,收支缺口５０３２亿

元通过基金历年结余资金弥补.主要项目收支预

算情况如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１０１４９９亿元,支出１１２５５２亿元;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３７４９１亿元,支出３８５３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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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０６８亿元,

支出７２６８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２８２４５亿元,支出２５７２４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收入２２２８６亿元,支出２１９７４亿元.

２０２１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１２８１１

亿元,预算支出１２３０５亿元,收支缺口１０２３９亿

元通过基金历年结余资金弥补.主要项目收支预

算情况如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１０１４９９亿元,支出１１２５５２亿元,收支均与全省

一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６２１３亿

元,支出６２０５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３３７９亿元,支出２６３７亿元.

三、完成２０２１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２１年财政工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

记领袖“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殷

殷嘱托,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按照省

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及省委十

一届十次、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机遇,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为统领,以改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紧日

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十二字方针,提质增

效、更可持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

统筹,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统筹抓好“六稳”“六

保”和“六新”发展,全面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坚持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大力压减一般性支

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实施零基预算,“勒紧裤

腰带”过“紧日子”,健全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

系,有效化解政府存量债务和隐性债务,加快建立

现代财税体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努力提

升财政治理效能.

具体来讲,就是要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凝心

聚力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全力确保财政持续平稳运行.始终保持

清醒认识,充分估计各类风险、矛盾和不确定性,采

取强有力措施,确保财政持续平稳运行.

全力抓好收入组织.多管齐下、开源节流,协

调税务部门做好税收组织工作,挖掘增收潜力,确

保应收尽收;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收入,原则上按照

非税收入政策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统筹管理;督促司

法部门加快扫黑除恶案件审判和涉案资产移送进

度,确保扫黑除恶罚没收入应缴尽缴;协调自然资

源部门加大矿业权出让收益征缴力度,加强对欠缴

两权价款的征缴,争取超额完成征收任务;督促推

进省属企业改革,争取实现更多国有产权转让收

入.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大财政拨款与部门结转

资金、部门事业收入的统筹力度,盘活国有资源和

资产,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加强跨年度收入统筹,

提高年度间均衡性和稳定性.

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把严把紧预算支

出关口,深入挖掘节支潜力,坚决把一般性支出压

下来,能不花的钱不花.对于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

项目坚决砍掉,对预算执行进度慢的项目资金到期

收回,把更多宝贵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

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在财

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力

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倾斜,

逐步建立基层“三保”长效保障机制.进一步落实

“三保”预算事中监控机制,及时掌握基层财政运行

状况,及时调度资金,确保全省基层财政稳健运行.

继续争取中央支持.在争取工作的前瞻性、及

时性、精准性上下功夫,深入研究国家政策出台趋

向,把准争取中央支持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协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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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关部门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申报,有理有据

反映我省诉求,精准发力沟通对接,推动更多重点

项目、重大改革、重要政策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大盘子.

(二)全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聚焦战

略任务安排财政资金,聚焦战略实施发挥财政职

能,把财政工作深度融入全省发展战略和发展

大局.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按照中央部署和统一安

排,继续实施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同时加大各类

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

策红利.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争取和安排使用好

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重点支持我

省转型发展重大项目.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

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作用,推进 PPP项目

规范发展,引导和撬动民间投资,激发全社会投资

活力,合力推动转型项目建设.

大力支持“六新”发展.紧扣“转型出雏型”的

重要阶段性战略目标,通过省级统筹整合资金、安

排债券资金、引导市县投入,加大财政政策资金投

入力度,全力支持我省“六新”、创新和高校建设.

同时,支持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和提质增效.科

技、工信、发改、教育等部门在分配有关专项资金时

对引力波探测等大科学装置及科技创新重大事项

予以优先支持.鼓励综改示范区出台招商引企奖

励优惠政策,特别是增强对独角兽企业、企业总部

入驻山西的吸引力.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

用,以１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重点,支持领军

企业组建有高校和科研院所参加的创新联合体,带

动中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支持广泛开展“双创”

活动,完善“双创”政策,发挥智创城平台作用,支持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国资国企改革,推进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成省属金融、文

化企业定机构、定职数、定员额、定机制、定薪酬、定

任期改革.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３０条”“２３条”

等措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全省融资担保体

系建设,与国家融担基金加强合作,发挥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作用,切实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建立稳定的污染防治投

入机制.深入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

理,支持按期完成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巩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成果.

(三)全力推动脱贫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抓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有机贯通,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分类调整优化,

留足政策过渡期,推动超常规举措向常态化帮扶转

变,阶段性攻坚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促进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

持财政支持政策和资金规模总体稳定,重点向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重、乡村振兴底子差的地区

倾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健全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支持脱贫地区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持续

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好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统筹地方财力支持“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融资资金偿还.管好用好产业、生

态、光伏等扶贫项目资产,确保农民持久受益.

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加快推进一产高质量发

展,扩规模、降成本、优品质、畅渠道.支持实施农

业“特”“优”战略,持续推进三大省级战略、五大平

台建设,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继续推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大力支持“山西药茶”

品牌建设和产业提档升级.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继续抓好农田水利及高标准农田建设,支

持育种基础性研究和重点育种项目,支持开展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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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打造种业产业,稳定粮食生产.推进实施省

级政策性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产量保险、收入

保险和未转移就业收入损失保险试点.支持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完善

水电路气网和物流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农村教

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探索农

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新型职业农民.

(四)全力加强普惠性民生建设.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注重对关键时点、困难人群的帮扶,切实保障好

群众基本生活,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保障就业资金持续稳定

投入,统筹用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就业补助

资金、失业保险基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等,深

入实施“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全民技能提升工程,

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推动稳住就业基

本盘.

大力支持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全力支持

高校和科研院所高质量发展.推动“１３３１”工程提

质增效,优化高校布局,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

学和中北大学率先发展,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创

建步伐.支持加强基础教育,构建优质教育体系.

支持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健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

政保障机制,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

平.积极支持承办高水平体育赛事.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完善城乡居民医保

财政补助政策.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保障

水平,增强突发重大传染病应对处置能力.支持实

施“１３６”兴医工程,实施“四个一批”科技兴医创新

计划,培育升级重点实验室,突破关键新技术.

加强社会保障.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准备工作,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实施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

制度.适当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做

好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优抚安置等工作.

(五)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紧盯薄弱环节,

坚持问题导向,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完善财税体制.做好契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地方立法工作.出台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进一步推动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

适应.

健全预算管理制度.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实

施条例,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加

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管理,严控向实有资金账户划

转资金,提高财政资金运行安全性、规范性.加快

预算支出标准化建设,加快建设分行业、分领域、分

层次的预算支出标准体系,今年通用类标准力争达

到３０项左右.建成贯通中央、省、市、县的预算管

理一体化系统,提升财政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扎

实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强和规范政府购买服

务.推进实施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完善直

达资金管理机制,优化分配流程,加大监督力度,确

保惠企利民.进一步完善项目库建设,加强资金和

项目对接,结合财力状况、轻重缓急、实际需求、绩

效情况等,科学细化预算编制.推进预算安排与绩

效评价结果、审计意见、执行进度等挂钩.深化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基础,健

全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推动绩效目标、绩

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在全面公开政府和部门

预决算的基础上推进单位预决算公开,更加自觉接

受公众监督.

防范化解风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充分

发挥政府债券有效拉动投资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强化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加强专项债券项

目储备和市场推介,推动一批符合条件的专项债券

项目市场化配套融资.用好化债奖惩机制,引导和

监督高风险市县尽快压减债务规模,有序开展存量

政府债务再融资工作,逐步降低债务风险水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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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全力配合做好城商行和高

风险农信社改革化险工作,支持建立全覆盖、穿透

式监管体系.

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积极探索财政监督的新

形式新途径,加强和改进预算管理监督.建立健全

以政府部门财会监督为主导的体系框架,加大财会

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调.加强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制度落实,加强内控报告编制审核和检查

力度,提升财务管理监督水平.推动会计准则高质

量实施,进一步加强会计评估行业监管,持续提升

中介机构执业质量.提升财政监督水平,强化成果

运用,确保各项财经制度严格落实、重大财税政策

落地见效.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１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我们将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

坚强领导和监督支持下,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扎实做好财政预算各项工作,奋力夺取“十四

五”转型出雏型开局新胜利,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１０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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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郭

迎光所作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１年工作总

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中

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十一届十次、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

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决维护宪

法法律权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代表作

用,只争朝夕、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奋发进取,为确

保“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好局,推动山西在转型发

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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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郭迎光

各位代表:

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议.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２０年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

一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坚强领导下,省人大常委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

体思路和要求,聚焦转型发展,主动担当作为,依法

履职尽责,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

进展新成效.

一、提升政治站位,坚定扛起以法治方式服务

转型发展的历史使命

常委会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增强政治

意识、保持政治定力、把握政治方向上持续用力,始

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揽和指导人大工作.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制定年度学习计划,逐专

题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

建立常态化学习机制,召开第三次、第四次学用交

流会,深刻领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深刻理

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新时代

人大工作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西视察,是我省发展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常委会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围绕“认识转型、服

务转型”,紧密联系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紧密联

系我省这些年发生的历史性转变,通过深入讨论、

实地调研、专题辅导等多种形式,深刻认识省委十

一届十次全会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服务转型发展

蹚新路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省委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召开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出台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

大工作的意见.常委会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强

化政治机关属性,围绕落实“我是我,我又不是我”

的要求,召开党组会议、党建会议,组织常委会组成

人员和人大代表深入讨论,增强忠诚为党履职、忠

实为民代言的政治自觉.对标会议精神增加６项

立法任务,启动１０项制度建设,把省委要求及时贯

彻到工作中.

去年１１月,栗战书委员长深入我省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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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席第二十六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对省

委全面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人大把各项工作绝

对置于省委领导之下给予充分肯定,对做好新时代

人大工作提出要求.常委会认真学习领会栗战书

委员长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制定６条贯彻措施,服

务转型发展更加笃定.

一年来,审议法规草案４７件,通过３８件,作出

决议决定８项,审查批准设区的市法规５１件,审查

规范性文件１１２件,听取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

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１４项,检查和调

研了１２个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依法任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２６９人次,组织７批宪法宣誓,确保

中央及省委决策通过法定程序得到有效贯彻,确保

中央及省委人事安排意图圆满实现.

二、全力服务转型发展,以转型综改为重点的

立法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面对转型发展的磅礴态势、疫情防控的紧迫需

求、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常委会加大立法力度、加

快立法步伐,全年立法工作呈现数量更多、分量更

重、节奏更快的特点.栗战书委员长在第二十六次

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对我省立法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

聚焦转型综改持续发力.在前两年制定修改

开发区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一批法规的基础

上,又制定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标准化、中小企

业发展、大数据应用、政务数据管理、机关运行保障

等法规,修改了科学技术普及法实施办法、农民专

业合作社条例,审议了知识产权保护、一枚印章管

审批等法规草案,牵头开展了请求国家调整适用承

诺制改革相关法律规定梳理工作,并就机构改革涉

及地方性法规的有关问题作出决定,朝着本届末基

本建立与转型出雏型相适应的法规框架目标,迈出

了坚实步伐.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常委会主动宣

传解读疫情防控法律法规,及时修改野生动物保护

法实施办法,制定全国首件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

规定,制定并实施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三年立法

计划,为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筑牢法治防线.

继续加强民生和社会治理领域“小切口”立法.

制定全国首件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办

法、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推动深化改革,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修改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两

个实施办法,推动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制定

预防和制止餐饮浪费规定、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办

法,作出禁止野外用火决定,审议慈善事业促进条

例草案,修改宗教事务、禁毒、村民委员会选举、土

地管理、公民献血等法规,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

织密绿色发展法治保障网.审议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条例草案,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３

件法规一起,构建环保领域“四梁八柱”法规框架.

作出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

展决定、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决定,制

定经济林发展条例,一揽子修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条例等法规,促进生态受保护、群众得实惠.围绕

保护“两山七河一流域”,制定三年立法计划,开展

沁河流域保护协同立法试点,按照全省统筹、省市

联动、市市协同机制有序推进.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积极探索

改进立法工作.一是完善法规立项机制,提前半年

开展下一年度法规立项调研;二是建立与全国人大

有关部门沟通联系机制,加强政策性、合法性、专业

性问题请示汇报,确保创制性立法“不抵触、有特

色、可操作”;三是积极探索“小切口”立法,通过切

小题目、切细内容、切准特色、切实措施,“量身定

制”解决实际问题;四是总结修改宗教事务条例的

做法,建立相关制度,将制定实施性法规的重点放

在对上位法的补充、细化上;五是探索建立统筹协

调立法机制,加强法制(工)委、各专工委、政府有关

部门的沟通协调,通过完善法规立项、制定大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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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起草、审议修改等各个环节工作,切实提高立法

质量和效率;六是完善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健全

法规草案征求代表意见机制,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

和智慧.

三、依照法定职责开展监督工作,更好助力经

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落实省委支持“干”、改进“为”、提升“治”、落在

“效”的要求,抓住事关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人大

代表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行

使监督职权,着力增强监督实效.

听取审议报告是人大法定的监督形式.我们

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报告的审议质量上,认真做好

审议前调研,加强与报告机关沟通,持续抓好跟踪

监督.听取审议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等报告,围绕

落实主要指标、重点任务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等提

出意见建议.听取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情况报告,督促有关部门严格执行财经法律

法规、深入整改问题.两次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

案,全力支持省政府应对疫情冲击,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

紧扣中心、关注民生,听取审议转型综改、科技

创新、“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等报告,助力高

质量转型发展和决战脱贫攻坚;听取审议年度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助推全省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听取审议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

建设、法院刑事审判、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等报告,促进规范执法、公正司法.开展政府

债务、农村养老、农产品十大产业集群、晋中古建筑

群、建筑节能等专题调研,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

建议.

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加强国

有资产管理监督,是党中央赋予人大的两项重要职

责.常委会按照“全口径审查、全过程监管”要求,

推动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

中贯彻落实.引入第三方对“１３３１”工程开展绩效

评价.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深

化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利用半年时间深入调研,在

审议政府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的同时,一并审议人

大的调研报告.

严格依法开展执法检查.逐条对照法规条文,

检查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实施情况并组织专

题询问,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

评.连续第三年开展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

例执法检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汾河实现了“一泓

清水入黄河”.受全国人大委托,开展野生动物保

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一并检查我省配

套法规.首次委托晋中市人大检查平遥古城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委托大同、朔州市人大检查促进雁

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条例实施情况,跟踪监督旅游

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在做好执法检查工作的同时,对就业促进、法

律援助、归侨侨眷权益保护、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

痰等法律法规进行执法调研.首次审议义务教育、

残疾人保障两个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部门自查

报告.通过探索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推动更多法

律法规活起来、落下去.

四、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尽责,代表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一年来,广

大代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联系群众,五级人大代表

依托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８．９万人次,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６万余件;忠实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一

批与全省大局高度契合、切实可行的高质量议案建

议;踊跃参加专题调研,围绕“十四五”规划纲要编

制、推动“六新”突破等主题形成２７个调研报告;积

极参加常委会立法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列席常

委会会议,为常委会依法履职奠定坚实基础.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广大代表积极出力、建言献策,为

我省交出夺取“战疫”重大战略成果优秀答卷作出

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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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从发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优势的高度,

持续深化拓展代表工作.制定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省人大代表工作的意见,通过９个方面３０条具体

措施,支持和保障代表履职.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

要求,采用线上方式举办代表履职学习班,实现了

代表培训不间断.精心组织代表专题调研,选题紧

扣中心,人员向基层倾斜,绝大多数基层代表参加

了调研;回应代表呼声,委托５个设区的市组织代

表省内跨市域调研１５次.重建代表履职服务平

台.持续引深“向申纪兰学习、做人民好代表”活

动.深化“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推动在全社会形

成尊重代表、信赖代表的良好氛围.

为了保证代表更加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按照代

表联络站建设三年计划,召开推进会,出台指导意

见,区分涉法涉诉、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６种情

况,支持代表更好地反映群众诉求、解决群众困难.

积极办理代表反映或转递的群众信访事项,助推

“三零”单位创建.代表联络站在搭建代表履职平

台、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

众的桥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建议.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期间,主席团交付的３８件议案都已审议完毕,

涉及重大事项决定的１件已经完成;涉及立法的

３７件,４件已经出台,３件正在审议,１４件列入规划

计划,其余作为重要参考.代表在会议期间和闭会

期间提出的建议,全部在法定时限内办结并答复代

表.省政府承办的９１３件建议,已经解决或有重大

进展的３６８件,列入计划规划逐步解决的４８６件.

１０项５７件重点督办建议,实行政府领导领办、承

办部门重点办理、常委会有关机构督办,促进了建

议的落实,推动了有关工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重视具体问题解决,加强长效机制建

设,承办的３０件建议已经全部办结.实行“省人大

代表建议直通车”以来,建设晋西北马铃薯种植基

地、疫情期间取消全省中考体育科目考试等１５件

建议,省政府领导直接批办,１３件已经办结.

各位代表,制定修改代表工作３件法规,是适

应新的形势任务,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的重要举

措.提交大会审议的草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代表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代表的政治责

任、权利义务、履职内容以及代表履职的保障措施.

常委会已多次征求意见、两次审议,相信经过大家

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制定好这３件法规,让代表

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让代表作用得到更加有

效的发挥.

各位代表,适应时代要求、担起历史使命,必须

按照“工作机关、代表机关”的要求,持续加强自身

建设.一年来,常委会以信仰锻造队伍,坚持不懈

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加强人大制度理论研究

和宣传,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制定向省委

请示、报告等７个清单,加强对机关党组和分党组

的领导,高质量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开

展经常性警示教育,严格干部教育管理,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认真做好干部平时考核试点工作,持续

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省委实施细则,大兴崇法尚法之

风、务实担当之风、读书学习之风、调查研究之风,

老同志发挥优势、热情帮带,年轻同志虚心好学、比

学赶超,机关人心思进、正气充盈.着力打造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选调高层次专业人才,一批中

青年干部充实到各机构班子和重要岗位.举办专

题培训班、开展案例式教学、组织法治讲堂,加强宪

法法律和各方面知识的学习,促进干部业务能力提

升.加强全省各级人大协同联动,人大工作水平整

体提高.

各位代表! 过去一年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

是省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代表、常委会组

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机关工作人

员辛勤工作的结果,是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密切配合的结果,

是市县乡人大协同努力和各级人大代表共同奋斗

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充分信任、大力支持的结果.

在此,我代表省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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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常委会工作还存在差距和

不足.主要是:“一切为了转型、一切服务转型”需

要进一步由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立法的地方

特色还需进一步突出,“小切口”立法如何更加贴近

民生、更好处理与设区市立法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

索;增强监督实效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执法检查

需要更加聚焦法律制度和法定职责的落实;代表工

作还存在薄弱环节,服务代表履职还有不到位的地

方;机关干部队伍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专工委专

职班子成员和年轻干部“两支队伍”建设需要下大

力气.所有这些,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切实予以加

强和改进.

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２０２１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

要性的一年,是我省“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局之

年.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为今年和未来５年乃至１５年山西发展

擘画蓝图、作出部署.我们要紧盯目标、铆足干劲,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交出一份让省委和全省

人民满意的答卷.

做好今年的常委会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紧紧围绕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

要求,依法履职、担当尽责,为我省“十四五”转型出

雏型开好局、起好步作出人大贡献.

一、以把牢方向、提升站位为重点加强理论武

装,进一步增强以法治方式服务转型发展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今年一项重要任务是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

来,一个坚持一个坚持地学,作为学用交流会重要

内容,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引领方向、指导实

践.不断学习、不断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继续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学习«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结合工作实际确定若干课

题开展理论研究,切实提高做好人大工作的政治站

位和理论水平.

省人大常委会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第一

属性是政治性、第一要求是讲政治.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常态化

开展“我是我,我又不是我”思想教育,把一片忠诚

体现到依法履职的具体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涉及人大职责,需要人大担当的,都要毫不犹

豫、挺身而出.

为了更好适应服务转型发展的需要,今年在省

委党校开设专班,围绕“认识转型、服务转型”进行

再学习、再深化,进一步从全局上认清为什么转型、

怎样转型,进一步从人大职责上搞清楚服务转型要

干什么、怎么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投入到转型发

展蹚新路的实践中.

二、以体现地方特色、突出“小切口”为重点加

强立法工作,进一步为转型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地

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力所在.栗战书委员长

充分肯定我省立法地方特色鲜明、“小切口”立法实

在管用,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们要深刻认识栗战

书委员长指示的方向性意义,认真总结、探索规律,

使立法更具山西特色,让更多“小快灵”立法贴近民

生、惠及百姓.

今年立法的头号任务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转

型发展蹚新路的指示要求,制定促进转型发展管总

的综合性法规,以法治方式把省委十一届十次、十

一次全会精神,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件

法规将提交明年的代表大会审议.

持续加大转型综改立法力度.继续审议知识

产权保护、一枚印章管审批等法规草案,围绕国企

资本监督管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外来投资、社会

信用、工程项目招投标、康养产业等方面再制定６

件法规,加快建立与转型出雏型相适应的法规制度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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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制定全民阅读、殡葬管理

等方面的法规,重新制定中医药条例,修改动物防

疫条例.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立法三年计划,整

合现行汾河保护方面的３个条例,制定综合性汾河

保护法规.制定湿地保护条例,保护稀缺资源.为

了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常委会将立法禁止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鼓励支持替代品的生产和推广.

三、以服务中心、讲求实效为重点加强监督工

作,进一步发挥人大监督在转型发展中的支持和促

进作用.落实省委关于监督工作的要求,以服务大

局为原则,以促进工作为目的,依照法定职责开展

监督.

认真负责地做好经常性法定监督工作.每年

听取审议的计划、预决算、审计、环保等报告,要突

出重点问题和重要事项,加强跟踪问效.围绕事关

转型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听取审议先进产

品培育、师德师风、脱贫攻坚、“七五”普法、行政审

判、控告申诉等工作报告.作出“八五”普法决议,

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落实监察法,

听取审议省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开展国资

国企监管体制改革、医保等多项专题调研.研究制

定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

督办法.

推动法律法规实施是常委会的重要职责.要

采取更多措施、调动更多力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决不能让精心制定的法规束之高阁.今年将检查

开发区、安全生产、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法律法规

实施情况,结合审议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执法检

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满意

度测评.试行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制度,继续采取全

国人大委托的执法检查同步检查我省配套法规的

办法.委托设区的市开展特定区域法规执法检查,

开展执法调研和立法后评估.通过多种方式,争取

使更多的法律法规活起来、落下去.

四、以支持保障代表更加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更好发挥作用为重点加强代表工作,进一步为转型

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代表工作３件法规通过

后,要加快配套实施细则,制定代表专题调研实施

办法和“一府一委两院”联系代表意见,制定审议处

理代表议案、办理代表建议、重点建议督办等３个

工作规程,探索建立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前与部门沟

通机制,推动代表议案建议“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

量”,让代表履职更有底气、更有保障.

拓展代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落

实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

见,组织代表通过走访、座谈等多种方式,直接听取

民意;建好管好用好代表联络站,总结各地做法、推

广典型经验,健全代表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和诉求的

反馈机制,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把联络站建设成

为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助推发展的平台.

牢固树立服务代表意识.继续举办省人大代

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显著增加基层省人

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人数.完善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各机构联系代表制度.丰富代表活动内容,改

进代表视察、专题调研方式,提高基层代表参与度.

继续组织代表跨选举单位调研视察.落实代表履

职经费,关注代表身体健康,解决代表履职中的困

难.加快代表履职信息化平台建设,开发手机客户

端.突出代表主体地位,讲好代表故事,办好«人民

代表报».深化“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充分展示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风采.

各位代表,面对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将以更加

有力的措施加强常委会和机关自身建设.要增强

政治意识、加强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引领继

续前行的步伐.要坚持“严”的主基调,压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支持纪检监

察组工作,持续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鲜明

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采取各种措施加强

“两支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坚定、懂人大业务、

爱人大工作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制定街道

人大工作条例,指导县乡人大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县级换届完成后立即组织市县人大主任培训.调

研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推动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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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实处.

为了使人大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

性、富于创造性,围绕加强政治机关建设、突出地方

特色和“小切口”立法、支持代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

等重大课题开展深度调研,学会在繁忙工作中踱方

步、冷思考.通过找准问题、研究对策,不断提高从

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立法解决

山西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和代

表机关建设水平,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深植根于

人民之中.

各位代表! 转型发展前景光明、催人奋进,人

大代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奋发进取、乘势而上,为在

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而努力奋斗,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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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所作的«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高

级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２０２１

年工作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十一次全会暨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

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忠诚

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以更大作为服务转型发展,以更高标准深化司法改

革,以更严要求锻造过硬队伍,不断提升司法质效,

努力为我省转型出雏型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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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孙洪山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

志提出意见.

２０２０年,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的坚强领导、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和最高法院的正确指

导下,紧紧围绕“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

求,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担当作为、攻坚

克难,全 年 受 理 各 类 案 件 ４９６７３５ 件,审 执 结

４７９０６５件,结案率９６４４％,再创历史新高,审判执

行工作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为我省转型发展蹚新

路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持政治引领,确保法院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

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积极开展政治轮训,举办

“政治大讲堂”,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作为各类培训的首修课、必修课,以专题党课、专家

辅导、视频教学等形式推动理论学习全覆盖,教育

引导广大干警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

进全省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力量.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党政法工作条例»,制定«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进

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制度,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确保

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全省法院得到不折不扣贯

彻执行.坚决落实省委巡视反馈意见建议,扎实做

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出台«山西省法院组织

实施宪法宣誓办法»,强化干警宪法意识,树立宪法

权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制定«２０２０年全省法院

党的建设工作要点»,编制«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工作手册»,举办全省法院党支部书记(党务干

部)培训班,开设“微党课”,组织“双联双促”支部共

建活动,扎实推进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

省高院党性教育基地凝心铸魂作用,组织３８批

２０００余名法院干警接受党性锻炼,接待省内外人

员参观３４批８３２人次,努力打造对内加强党性教

育的课堂、对外宣传红色文化的窗口.

二、忠诚履职尽责,坚决落实中央、省委重大

部署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全省法院依法从严从快

审结扰乱疫情防控秩序、制售假劣医疗器材等涉疫

刑事犯罪５７件,坚决为抗击疫情保驾护航.坚持

司法服务“不打烊”,网上立案９８７００件,网上开庭

５１７３件,网上发放执行款１０５１３亿元,办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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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业务３８８６４６次,及时满足疫情期间人民群众

司法需求.服务保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制定«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执行工作的

安排意见»,稳妥处置马军峪煤焦公司贷款涉振东

集团担保案,支持受疫情影响的振东集团加快复

工、复产,受到省委领导充分肯定.

决战决胜扫黑除恶.积极构建运用“六三二

一”工作机制,纵深推进、打好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收官之战.全省法院一审审结黑恶案件１６４５

件,二审审结 ９８４ 件,结案率分别为 ９９３４％ 和

９９４９％,３０６８名涉黑涉恶被告人被判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直至死刑,涉黑案件被告人重刑率达

５４４７％,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陈鸿志、李增虎等

７起重大涉黑案件全部审结生效,扫黑除恶审判综

合质效进入全国法院第一方阵.聚焦“打伞破网”

重拳出击,依法惩治涉黑“保护伞”６８案７８人.创

新“黑财清底”举措,首创罚没实物资产评估后现状

移交工作模式,财产刑追缴、没收违法所得执行到

位２２９４７亿元,位列全国法院第１位.

精准服务脱贫攻坚.落实落细服务乡村振兴

司法政策,依法审结土地承包流转、林权转让、征地

补偿等涉“三农”案件２１６２件,坚决维护农村经营

主体合法权益.审理涉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３７

件４３人,严肃惩治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开

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为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１７０３７万元,判处２５名拒不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

的被告人拘役或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去年３月疫

情期间,昔阳县法院及时把８万余元欠薪款送到了

２２位农民工手中,彰显了“封城不封司法服务”的

大爱,体现了法院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的温暖

情怀.

坚决防范金融风险.稳妥、审慎审结企业资金

链断裂、互联互保、互联网金融引发的银行借款、担

保、票据、保险等案件２００７９件,严厉惩处涉及人数

众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集资、“套路贷”等犯罪

案件３２０件,开展涉金融机构案件执行攻坚,执行

到位金额２３３７２亿元、关联销账４１０７亿元,有效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

性风险的底线.

加强生态司法保护.出台«关于加强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的意见»,省高院及１１个市中院全部设立

环境资源审判庭,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调研,全面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三

合一”审判,依法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５１３９件,

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岚县水利局未

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

案被最高法院评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

大典型案例”.

三、强化能动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

深化平安山西建设.依法审理颠覆国家政权、

间谍以及邪教等犯罪案件３８件,坚定捍卫政治安

全.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审结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强奸、涉枪涉爆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２４３０件,抢劫、盗窃、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案件

５０６３件;积极参与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审结毒品犯

罪案件２００５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决向腐败分子亮剑,一审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

罪案件３８０件,始终保持从严惩处职务犯罪的高压

态势.

大力支持创新发展.围绕“六新”要求,制定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创新发展的若干

意见»,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和知识产

权审判十大案例,审结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

权案件２０３２件,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出台«关

于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协调和

社会共治多元解决纠纷机制的意见»,推动形成知

识产权保护合力,助力创新驱动发展.

积极服务动能转换.省高院与省国资委共同

探索综合治理企业困境的方法和措施,促进生产要

素优化组合和企业转型升级.审理破产清算、重整

案件２３３件,成功审结吕梁联盛破产重整案,９７天

完成晋中永泰能源公司破产重整工作,体现了我省

法院运用司法手段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服务保障转

型升级的“山西效率”.晋城中院运用“府院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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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管理”模式,成功帮助濒临破产的阳城县红太

阳陶瓷公司“起死回生”,实现了“执行一个案件,救

活一个企业,安排一批就业,保障一方民生”的良好

效果.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司法裁判对市场规

则的引领作用,依法保护守约者、制裁违约者,审结

各类合同纠纷、不正当竞争案件１３７８００件,引导市

场主体恪守契约精神,维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

市场秩序.依法判定扰乱金融秩序的职业放贷行

为无效,审结民间借贷案件３５９０１件,有效缓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开展“发挥执行职能、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专项执行行动,

注重因案施策,灵活精准运用活封、活扣、和解、分

期履行等方式,办理涉企执行实施类案件９０８３件,

执行到位金额１４２０４亿元,保障市场主体健康运

转;清理涉党政机关等特殊主体执行案件４２２件,

到位案款３０５亿元,依法平等保护产权,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

促进“放管服效”改革.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

依法履行职责,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审

结各类行政案件１０７３２件.省高院发布«２０１９年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和行政审判十大案例,与

综改示范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制定«创建法

治示范区实施办法»,提出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加

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建议.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开设庭审课堂,主动邀请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观摩庭审２３６批３４４１人次.去年１２月１日,省

高院再次组织线上线下旁听庭审活动,７８家省级

重点普法责任制单位厅级领导现场观摩并座谈,

１７万余名国家工作人员网上同步观看.

四、践行司法为民,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

法需求

创新集约化线上解纷和诉讼服务.推进“三

零”单位创建,在诉讼服务中心引入调解组织的同

时,将法院化解矛盾、定分止争职能嵌入地方矛盾

调解中心,牵头建成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

的山西多元解纷平台,全年诉前调解案件１０７６２４

件,调解成功率达７６１９％.将线下服务项目全部

集成到线上,把全省１３３家法院的１２３６８诉服热线

集中至高院,２４小时畅通服务,实现了当事人、诉

讼代理人及辩护人与全省３２５５名员额法官的专线

沟通,全年提供在线服务２０１６７０人次.开展信访

事项案件化办理改革,建成涉诉信访集中处控中

心,实现涉诉信访案件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

动处置,有效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有力推动信

访案件实质化解.全年向信访人释法明理５５５１

次,再审审查涉诉信访案件５１２０件.全省法院和

省高院诉服质效双双进入全国法院第一方阵,受到

最高法院领导充分肯定.

为老百姓合法权益提供司法保障.依法严惩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１６６件,坚决保护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审结涉餐饮、旅游、产品质量等

各类纠纷４０４２件,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

强涉军维权案件审判工作,依法审结案件１４７件,

有力维护军政军民团结.打造家事审判“山西模

式”,探索试行“离婚冷静期”,引入心理咨询师,严

厉制裁家暴行为,审结婚姻家庭、赡养、继承等案件

４０９３６件,调撤率达５４６６％.曲沃县法院成功调

解９０后小夫妻婚姻纠纷的家事案例«团圆饭的背

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开审理侵

害续范亭将军名誉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严肃追究

侵害英烈权益法律责任,旗帜鲜明捍卫英烈荣光.

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成功调解我

省首例涉及９３岁老人的赡养类公益诉讼案件,积

极倡导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依法从严判处抢夺

公交车方向盘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彰显司

法机关坚决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的坚定决

心.各级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明示反对什么、提倡什

么、保护什么,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

法工作,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坚决维护和兑现胜诉当事人权益.积极推进

“集中通查、繁简分流、简案速执、难案精执”流程改

革,强化执行工作“三统一”,不断提升执行工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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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水平.充分运用“信用山西”等惩戒平台,加强

失信联合惩戒,限制消费１００５５３人,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 “黑 名 单”５０２８５ 例,司 法 拘 留 ９６ 人,罚 款

１６３６２万元,有力促使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

务.全省法院全年共执结案件１５２９０８件,执行到

位金额６２８３３亿元,实际执行到位率达３０５１％,

同比上升１０１７个百分点.

切实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和司法救助.深化以

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认真落实“三项

规程”,对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５９

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

理刑事案件１８５３３件,促使被告人真诚悔罪并取得

谅解,有力化解社会矛盾;全面推进刑事案件律师

辩护全覆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达９１０４％,切

实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水平.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缓

减免收５１４６起案件困难当事人诉讼费７１２９８３万

元,发放司法救助金３１６７８万元.太谷区法院为

２０余名身处江苏、山东等地的诈骗案件听力残障

受害人发放案款６９８１万元,让听力残障群众感受

到司法的人文关怀.

五、深化司法改革,全面提升审判执行工作

质效

构建审判执行质效目标体系.省高院对标对

表全国法院审判执行质效指标,结合自身实际,制

定出台«山西省法院队伍素能司法质效提升三年规

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科学设定２７项审判质效约束性

重点指标和２８项执行重点质效指标,实时通报指

标进展情况,针对性地加强审判监督管理,推动审

判执行质效稳步提升.２０２０年,全省法院人均结

案１４７１８件,同比上升４８件;案件平均审理时长

４５７天,较２０１９年缩短４６天.

构建审判权力运行监管体系.制定审判委员

会、专业法官会议、合议庭工作细则和院庭长审判

监督管理办法,建立法官、辅助人员审判权力和责

任清单,依托“四类案件”监管平台严格规范院庭长

审判监督管理职责.２０２０年全省法院院庭长办结

案件２７４１８１件,占比达５７２３％,切实做到促进办

案、强化监督.

构建审判执行质量管理体系.修订完善审判

执行工作制度１１７项,严格规范案件办理全流程、

各环节.建立发改指案件沟通机制,强化类案检

索,统一裁判尺度,切实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全省法

院一审服判息诉率达８４１６％.省高院出台«案件

质量评查办法»,对全省法院１４７６件信访和未结执

行案件开展评查,针对突出问题狠抓整改落实,进

一步加强执行权运行管理.

构建审判管理智能辅助体系.建设智慧案管

平台,实现案件信息、裁判文书、电子卷宗、庭审数

据的综合管理,全年自动生成审判执行工作通报

１２３期,对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全程监督、实时

聚焦、精准分析,为司法质效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依

据;高效辅助法官核查案件信息、文书及卷宗材料,

强化案件审理全流程督办、自动提醒,推送提示短

信２６８４万条,推动案件审判提质增效.该平台荣

获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法院”十大创新案例.

六、狠抓强基固本,扎实推进过硬法院队伍

建设

全力提升队伍素能.制定«关于落实‹全省法

院队伍素能司法质效提升三年规划›提升教育培训

质量的意见»,建立健全以职业精神培育、司法能力

培训、综合素质培养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体系.

组织线下培训 ８ 期 １７５９ 人次、线上培训 １４ 期

３６８万人次.加大专家型人才培养力度,评选２９

名全省法院审判业务专家.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调剂４７个法官员额编制

到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全年通过遴选和递补方式

补充员额法官２７８名,实现人案匹配、有序流动.

省高院从中、基层法院遴选１０名优秀干警,选拔新

入额法官到基层法院任职锻炼,完善交流任职机

制,积极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努力打造高素质专业

化法院队伍.

强力正风肃纪反腐.深入开展“以案释德、以

案释纪、以案释法”专题警示教育,在全省法院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对２０１９年三级法院违纪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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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逐人逐案点名通报,与省纪委监委共同制作警

示教育片«衡鉴»,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形成良好

警示效应.深入开展“三个规定”和“端正执法司法

理念、改进执法司法作风”专项整治,坚决强化“五

个从严整肃”,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全省法院

违纪违法干警１８５人,有力净化司法生态.

各位代表,自觉接受监督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

责.过去的一年,我们坚持把接受人大监督、政协

民主监督作为促进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及时向人

大代表汇报工作情况,邀请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参加会议、视察法院、旁听审判、见证执行２６８０

人次.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项调研和执法检

查,专题报告刑事审判工作情况,并根据审议意见

及时抓好工作改进.出台«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

提案办理规则»,省人大、省政协交办的２５件建议

提案全部办结.大力支持配合监察机关对法院工

作人员进行监督,促进公正廉洁司法.依法接受检

察机关监督,审理抗诉案件４９３件,办理检察建议

５９３件,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全年共公开各类案件３９８７万件、裁判文书３１４４

万篇、审判流程信息４１２８１６万项.全省法院直播

庭审１１５４万场,其中省高院１４７１场,居全国高院

第１位.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监督,讲述法治故事,

传递法治声音,省高院新媒体矩阵全网阅读量达

１５亿人次,被中央政法委评为新媒体建设先进

单位.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省法院工作取得的进

步,是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

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

界人士关心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省法院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

省法院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差距:一是司法理念

还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需要,服务保障

大局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仍需增强;二是少数案件存

在错误、瑕疵,司法能力与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

待相比仍有差距,队伍素能还需大力提升;三是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对审判

权的监督管理仍需进一步完善;四是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违纪违法、司法

腐败问题仍时有发生;五是审判执行工作一些质效

指标与全国先进法院还有一定差距.对于这些问

题,我们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采取有力措施,切

实加以解决.

２０２１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省法

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紧紧围绕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省委十一届

十次全会和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的安

排部署,牢牢坚持党的领导,聚焦“十四五”规划和

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加强队伍建设、深化司法改革、

提升司法质效,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努力为我

省转型出雏型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

服务和保障.

一是坚持以更高站位把牢政治方向.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

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自觉接受人大及其

常委会监督,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

中.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是坚持以更大作为服务转型发展.深化“平

安”建设,聚焦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认真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颠覆破坏、暴力恐怖、宗教

极端犯罪,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贯彻实施好刑法

修正案(十一),准确适用关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等新规定,依法惩治各类违法犯

罪,全力维护政治和社会安全.落实“六最”要求,

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实施«民法典»,依法平

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加社会诚信体系建

设,助力“放管服效”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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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转型发展、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试点、综改示范区建设等重大战略.聚焦

“六新”突破,深化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改

革,加大对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鼓励和引导资本和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流动,

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贯彻“两山”理念,设立黄

河、汾河源、恒山、五台山四个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基

地,建立晋陕蒙、晋陕豫两处黄河流域金三角司法

协作区,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积极服务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美丽山西建设.

三是坚持以更高标准推进司法改革.深化司

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

督体系改革和建设,完善法官、辅助人员审判权力

和责任清单,充分运用“四类案件”监管平台,压实

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扎紧公正司法的“制度

铁笼”.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拓展多元解纷平台功能,开展涉诉信访专项治

理,为“三零”单位创建提供有力支持.坚持强基导

向,对全省法院人民法庭进行结构性调整,在农村

拓展人民法庭覆盖面,在城区突出人民法庭专业

化,在文化古迹、环境资源等重点保护区域强化人

民法庭功能性,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打造智慧法院,推动办案全流程在

线支持、全过程智能辅助、全方位信息公开,以数字

正义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四是坚持以更严要求锻造过硬队伍.深入推

进山西法院队伍素能司法质效提升工程,切实提升

干警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

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增强使命担当

和履职本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全省

法院系统扎实开展队伍教育整顿,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干警教育、管理、监督,严

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持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打造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忠于法律的法院队伍.

各位代表,全省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的坚强领导、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忠诚履职尽责、

勇于担当作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乘势而上书

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作出

新的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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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所作的«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

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２０２１年工

作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十一次全会暨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

体思路和要求,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稳

进、落实、提升”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检察改革,强

化履职能力,加强过硬队伍建设,忠实履行法律监

督职责,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全力服务保障构

建新发展格局、大力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山西”建

设、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努力

为转型出雏型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多检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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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的其他同志

提出意见.

２０２０年极不平凡,在省委和最高检的坚强领

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省政

府、省政协的大力支持和民主监督下,全省检察机

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和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紧紧围绕省委

“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服务大局、司法为民,为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全省高质量转

型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们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对驻

监、驻所检察部门作出防疫部署,迅速成立疫情防

控组织领导机构和检察业务指导小组,每周一调

度,召开专题会议２０次,推动省委重大部署要求落

地落实,确保检察办案不停摆、不耽搁.始终坚持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疫情防控,及时出台涉疫办案规

范,严惩哄抬物价、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

等涉疫违法犯罪,批捕９５人、起诉１７１人;严把法

律政策关,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依法不捕２１人、不诉

１９人,有力维护了战疫特殊时期的社会秩序.利

用检察“三远一网”助力各级司法机关远程办案、保

障律师会见１９万余次.始终坚持把服务“六稳”

“六保”作为工作重点,及时开展复工复产“十个一”

专项检察活动,三级院检察长带队深入１７７家企业

问计问需,４５００余名检察干警深入社区村镇联防

联控,为山西抗疫作出检察贡献.

一、深刻把握扫黑除恶阶段性特点,咬定为期

三年目标不放松,攻坚克难,全力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收官之战

扛牢政治责任,攻克“硬骨头”“坚堡垒”.聚焦

“清到底、清干净”目标要求,部署百日攻坚行动,三

级院检察长亲自“挂帅”,出庭指导公诉,圆满完成

涉黑恶案件审查批捕起诉任务.三年来,共批捕涉

黑恶犯罪７７９８人、起诉１０５０７人,黑恶案件起诉率

达到９７６％.高质量办结陈鸿志、李增虎等７件

中央督办案件.

严格审查把关,做到“不放过、不凑数”.越是

收官之际,越要依法精准,确保把每一起案件办成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三年来,共审查改变侦查

机关黑恶案件定性３０３件.始终把摸排“保护伞”

线索作为办案必经环节,同步推进“打伞破网”“打

财断血”.三年来,发现并移送“保护伞”线索１２７３

条,对涉黑恶财产认真及时审查移送.

推动长效常治,努力提升“三个效果”.坚持边

打边建边促,结合办案向重点行业领域制发检察建

议８５６件,全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巩固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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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成果.坚持司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注

重保护涉黑企业无辜职工的合法利益.在办理李

增虎团伙涉黑案时,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及时接管

涉案企业,稳住八千余人的就业.

二、坚持把“一切为了转型、一切服务转型”作

为检察工作新航标,出台“检察３０条”,为转型发展

蹚新路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深化“三零”创建,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紧

扣省委高标准求极致的“三零”创建决策部署,全面

发力.围绕“零案件”目标,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

罪的严打态势,形成有力震慑.全年批捕各类危害

国家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刑事犯罪１８４７０人,起诉

３４２１１人,同比分别下降２１％、１６４％;围绕“零事

故”目标,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案件办理,第一时间介

入襄汾坍塌事故案、台骀山景区火灾事故案等重大

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监督引导取证,制发检察建议,

堵塞管理漏洞;围绕“零上访”目标,认真践行新时

代“枫桥经验”,坚持院领导带头接访,积极推行司

法办案、风险评估、矛盾化解一体推进机制,办理群

众信访２１１９１件,始终做到７日内程序回复、３个

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综合运用刑事和解、民

事调解等手段息诉９８９件.

坚持平等保护,全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积

极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起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２５２４人.加强市场主体司法保护,办理危害企业

家人身安全、侵害企业合法权益案件８４件.坚持

“少捕慎诉慎押”,对企业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给

予更多理解和包容,依法不捕涉罪企业家和骨干

６０人,不诉１５６人,变更强制措施１９人,避免“办

了案子、垮了厂子”.临汾市尧都区检察院依法监

督纠正某牧业公司被错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避免企

业因不当信用惩戒而陷入困境.该案入选最高检

指导性案例.积极开展“涉民企刑事挂案专项检察

监督”,清理 “挂案”３４件,努力为企业发展卸下

“诉讼包袱”.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服务创新驱动战略.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们坚持以法治之

盾葆育创新激情,建立知识产权一体化检察办案机

制,组建专业化办案组织,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２２５人.省检察院挂牌督办天津普莱化工技术有

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追缴违法所得１０８８

万元,有力保护了企业知识产权.省检察院多维度

编织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的做法被省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推介.

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促进高质量发展.积极

参与金融领域重大风险排查化解,严惩非法集资、

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起诉７９５人.

认真贯彻我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精神,探

索办理赡养类公益诉讼案件,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以司法救助助力脱贫攻坚,办理司

法救助８６５件,发放救助金１０８３５万元,实现三级

院全覆盖.阳泉市检察院坚持司法救助和未成年

人心理救助同向发力,为因案失去双亲的幼童,发

放救助金５万元,心理辅导金３万元,并协调民政

部门按月发放生活救助金１０６１元.严惩扶贫领域

“蝇贪”“鼠窃”,起诉３２人,建立扶贫领域涉案资金

快速返还机制,追缴涉案财物５８６３万元,惠及贫

困群众５５８人.坚持“两山”理论,全面融入“两山

七河一流域”和“五大湖”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以法

治之剑冲破利益“雾霾”,起诉各类破坏环境资源犯

罪６０５人,督促修复被污染土壤、水域３９７１亩.吕

梁市检察院办理的岚河饮用水源保护公益诉讼案,

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治污的同时,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促使排污企业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３４５万

余元.

扎实推进反腐败斗争,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深化完善“监检衔接”机制,实行职务犯罪

案件一审判决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机制,落实

拟不起诉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制度,确保案件质

量.受理监察机关移送职务犯罪６３２人,退回补充

调查３６人,起诉５９５人,不诉３人.立案侦查司法

人员相关职务犯罪３６人.省检察院指导临汾市检

察院依法查办了临汾市中级法院民四庭副庭长姜

某某枉法裁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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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初心使命,积极回应群

众关切,为保障民生福祉提供更多更好的“检察产

品”

努力当好公共利益代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

关注领域,大力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发现案件线索

７８７９件,立案７３９６件,同比上升５６５％.聚焦“舌

尖上的安全”,坚持“四个最严”,挂牌督办食药领域

重点案件１７件.新绛县检察院查办的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案,被最高检作为“３１５”消费者权益

保护典型案例向社会宣传.聚焦 “脚底下的安

全”,推动相关部门落实最高检“四号检察建议”,出

台规范性管理文件,消除窨井盖安全隐患３０８个.

办理国有财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３０１件.阳城县

检察院办理的阳城第五中学后勤社会化管理不当

损害社会公益案,督促收回国有财产１１亿元.办

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２０９件.大同市检察机

关以公益诉讼推动同煤集团投资３５亿元,对所属

２７家储煤场进行全封闭改造,为保护世界文化遗

产云冈石窟作出了检察贡献.

强化特殊群体司法保护.聚焦老年人、农民

工、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认真办理涉及劳资纠纷、

补贴救助等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支持起诉１５５６件.

开展农民工讨薪专项检察行动,为１３２０名农民工

追回工资２２６８万余元.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持续抓好“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联合九部门建

立强制报告协作机制,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８３７

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涉罪未成年人附

条件不起诉１９８人.１５９５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

长,入校普法３８０４场次;在１３０所乡镇寄宿制学校

开展“检护幼苗法助脱贫”活动,为６５４８名留守

儿童、１１８５４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带来法治阳光;

长治“四季花”、太原“静芳工作室”等未检品牌广受

好评.“检察蓝”成为护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

道亮丽风景.

全力保障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积极探索检

察机关听民意、解民忧的新方式,组织公开听证

４５７场次,使公平正义可触可感可信.三级院同步

邀请各界代表１５６０名,以视频直播方式观摩太原

市小店区检察院案件公开听证,反响热烈.省检察

院大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的魏某某等人行政申诉监

督案,“一揽子”解决了２０８户的同类型纠纷,该案

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全省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率达

８０％以上,７９１０名轻罪嫌疑人被免于刑事处罚或

判处缓刑.

四、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大力

践行新时代检察监督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强化刑事诉讼监督,切实保障人权.将提前介

入、“两项监督”、捕前分流、简案快办等工作纳入派

驻公安执法办案中心检察室这个前沿阵地,推动刑

事案件从“办得了”到“办得好”.把纠正刑事手段

插手经济纠纷作为重点,监督侦查机关立案５９６

件、撤案３６９件,纠正漏捕漏诉１２０２人,对侦查活

动提出纠正意见１８８８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

裁判抗诉４１４件,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２３８件,确

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

究.依法监督洗清霍州市赵某长达６年的犯罪嫌

疑人身份,精准认定大同雷某琴为正当防卫,彰显

依法防卫者优先保护理念,使“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深入人心.开展巡回检察,纠正监管场所不规范问

题３８３个,开展判处实刑罪犯未交付执行专项清理

和服刑罪犯身份不实专项检察活动,纠正不当减假

暂３８６人,严防“纸面服刑”.

强化民事诉讼监督,积极维护合法权益.开展

驻法院支持起诉岗试点工作,拓展案源.办理各类

民事监督案件４７６２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裁

判,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２１８件,再审改变率

为８６４％.建立虚假诉讼联合防范、发现和制裁

工作机制,以交通事故理赔、民间借贷、房地产权属

等领域为重点,坚决惩治“假官司”,监督纠正虚假

诉讼１４件,聚焦背后深层次违法行为发出检察建

议８件,移送违法线索７件.太原市检察院通过再

审检察建议,监督纠正一起案值１３００余万元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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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诉讼,有力维护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强化行政诉讼监督,努力促进依法行政.办理

生效裁判结果监督案件４０９件,对符合条件的７

件,通过抗诉、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促进行政机关依

法规范及时履职;对不符合监督条件的,依法作出

不支持监督决定,坚决维护生效裁判权威和行政行

为公信力.办理审判程序和执行活动违法监督案

件３１４ 件,提 出 检 察 建 议 ２５６ 件,法 院 采 纳 率

９８５％.昔阳县交警大队行政行为裁判执行监督

案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专项行动,化解２７１件,位居全国前列.

五、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自觉接受监督,确保检

察权依法正确行使

坚定政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抓实理论武装.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３８次、

领导干部政治轮训２０余班次,推动“学思践悟、三

个融入”常态化.抓实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政法工

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修订«党组工作

规则»,完善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报备５个清单,

向省委和最高检请示报告重要工作、重大事项３２

件次.抓实机关党建.以党的建设引领机关建设,

省检察院荣获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山西省文明单

位”,并被确定为第三批省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示范点.抓实管党治检主体责任.与驻院纪

检监察组建立会商机制.积极配合最高检和省委

对省检察院党组的巡视监督,圆满完成对市级院党

组的巡视任务.严格落实“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

记录报告制度,受到最高检、省委政法委肯定.积

极开展“端正执法司法理念、改进执法司法作风”专

项整治和“六大顽瘴痼疾”集中整治,查处违纪违法

检察人员４８人.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精神,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落实工作,认真执行审议意见.主动向省政协

和省工商联通报工作,诚恳听取意见建议.尊重和

保障代表、委员主体地位,完善联系工作方法,多渠

道推送检察信息,邀请参与检察开放日、视察调研

等检务活动６５９场次,省检察院办理代表意见建议

１７件.诚恳对待律师意见,及时核查阻碍律师行

使诉讼权利的反映,保障律师依法执业.聚焦社会

关注热点及时回应,召开新闻发布会２１场次,发布

典型案例９７件,公开法律文书２４３４３份、案件程序

性信息５２２９３条.“走进一线检察官”微直播活动

阅读量达４０００多万次.

持续深化检察工作机制改革.修订检察官办

案“三个清单”,压实司法责任;规范院领导带头办

案,入额院领导带头办案２３１３１件,占比１９８％;

开展以“评差”为重点的法律文书质量评查,提升释

法说理性;构建质量效率效果并重的检察业绩考评

体系,激发内在活力;深化“案－件比”质效评价体

系建设,“案－件比”由最高位的１６１８降为１２４,

排名全国第２.通过降低“案－件比”,全年共减少

约１１万个不必要办案环节,办案质效得到有效提

升,７起案件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

狠抓高素质队伍建设.聚焦新时代办案素能

要求,常态化与行政机关开展干部挂职锻炼,积极

借助专家咨询委员会外脑,着力提升新领域办案能

力.持续深化业务培训年活动,推动领导干部上讲

台,用足用好“检答网”,深化案例学习指导,举办各

类培训４７期,培训１５万人次.制定实施基层院

建设规划纲要,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７个基层

院被最高检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各位代表,一年来检察工作取得的点滴进步,

是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省

政府大力支持、省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也是各位

代表、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

人士和社会各界关心帮助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不足和问题:一是对标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要求,检察工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针对性还需不断提高;二是

“四大检察”全面充分协调发展刚刚破题,民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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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检察仍然比较薄弱,法律监督刚性有待进一步增

强;三是队伍能力素质跟不上、不适应,办案能力有

待提升;四是检察人员违纪违法和司法不规范问题

时有发生,减存量、遏增量任务依然艰巨,从严管党

治检永远在路上.我们要认真研究,努力解决.

各位代表,“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开端,是我省转型出

雏型、乘势而上书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全省检察机关要毫不动

摇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坚守人民立场,毫不动

摇维护公平正义,毫不动摇服务转型发展,努力把

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和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

抓得更实、更好.２０２１年是“十四五”规划第一年,

开好局、起好步意义重大.全省检察机关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省委

十一届十次、十一次全会部署,坚持系统观念、法治

思维、强基导向,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

强,坚持“稳进、落实、提升”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

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深化落实

检察工作理念,强化法律监督能力,打造过硬检察

队伍,努力为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第一,聚焦“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全力服务保

障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检察机关护航高质量转

型发展专项行动,搭建重点项目、重大工程跟踪保

障等检察服务平台.强化对投资创业者的司法保

护,打造高水平法治化营商环境.着力服务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刑事、民事、行政

“三合一”检察办案机制,加快派驻转型综改示范区

检察院建设步伐,为先行先试提供量身打造的检察

服务.

第二,聚焦“三零”创建,大力推进更高水平“平

安山西”建设.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

展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反邪教、反间谍斗争,始

终保持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积

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定不移地打击黑恶势力

及其保护伞,让全省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定.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三零”创建,积

极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促进社会更

和谐.

第三,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助力“法治山

西”建设.深化派驻公安执法办案中心检察室建

设,加强信息共享,实现实时监督,增强监督实效.

加强刑事执行监督,有效防止和纠正违法减刑、假

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徇私

枉法等职务犯罪,维护司法公正.以贯彻民法典为

契机,加强对民事司法活动的监督,办理一批在司

法理念方面有纠偏、创新、引领价值的案件.深化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依法行政.

第四,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新需求.做好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开展重复访、越级访为期三年

专项清理,着力化解涉法涉诉矛盾纠纷.深入开展

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行动,全面推开赡养类

公益诉讼,推动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落地落

实.积极开展支持起诉、司法救助工作,保护弱势

群体合法权益.

第五,聚焦“四化”目标,努力建设新时代过硬

检察队伍.以巡视整改为抓手,强化政治立检,自

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认真贯

彻落实政法工作条例,确保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

导.坚持业务强检,加大挂职学习交流力度,实施

人才工程,健全检察业绩考评机制,全面提升专业

能力专业水平.狠抓从严治检,坚持“严”的主基调

不动摇,深化“两个责任”落实,抓实队伍集中教育

整顿,构建司法办案全流程制约监督平台,促进严

格公正廉洁司法.

各位代表,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将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最高检各项决策部署及

本次会议决议,坚定法治信仰,坚守法治精神,努力

在三晋大地上书写新的检察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１０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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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公　告

(第一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补选王纯、张志川为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公　告

(第二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补选王仰麟、卢建明、成斌、关建勋、

李建刚、张钧、武涛、郑强、黄岑丽(女)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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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代表议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

总体思路和要求以及省委十一届十次、十一次全会

精神,紧紧围绕转型发展蹚新路,忠实代表人民意

志,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向大会提出议案.截

止１月２１日１２时,大会共收到代表团和代表十人

以上书面联名提出的议事原案４４件.其中监察司

法方面５件、财政经济方面１１件、社会建设方面２

件、教科文卫方面１１件、农业农村方面７件、环境

资源方面６件、人大制度建设方面２件.

为实现议案内容高质量,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启

动代表议案立法工作,创新形式组织调研,对代表

提出议案开展专题培训.会前,领衔代表紧扣大局

精心选题,认真起草议案文本;会议期间,与附议代

表认真研讨,进一步完善议案文本.提出的４４件

议事原案,参与联名代表６３７人次,涉及１０个代表

团.议案审查委员会于１月２２日９时召开会议,

对议事原案逐件进行审查,认为４４件议事原案内

容均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

围,有关立法方面的４２件,监督方面的１件,决定

事项方面的１件,且案由明确、案据充分、方案具

体,符合议案构成要件.

会议认为,省人大代表依法提出议案,是用法

治方式反映人民愿望,汇集人民智慧,从法律层面

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问题的重要手段.４４件议

事原案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代表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积极参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构建与转型出雏形

相适应法规框架的责任担当,对教育、卫生、公共文

化服务等民生问题的持续关注,对实现乡村振兴、

加快绿色发展的强烈期盼.

经审查,０００２号与００１６号,０００７ 号与 ００１５

号,００２２号与００３０号,００２７号与００４１号,００２８号

与００３１号内容相同或相近,建议分别合并为一个

议案,将４４件议事原案立为３９个议案,分别是:

１、关于修改«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的

议案(０００１号);

２、关于制定«山西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２号与００１６号);

３、关于制订«山西省精神卫生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３号);

４、关于修改«山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４号);

５、关于修改«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的

议案(０００５号);

６、关于制定«山西省公共图书馆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６号);

７、关于制定«山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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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０００７号与００１５号);

８、关于制定«山西省农业生产托管办法»的议

案(０００８号);

９、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的议案(０００９号);

１０、关于制定«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０号);

１１、关于对«山西省爱国卫生管理条例»修订的

议案(００１１号);

１２、关于制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２号);

１３、关于尽快启动«山西省环境教育条例»立法

工作的议案(００１３号);

１４、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４号);

１５、关于制定«山西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７号);

１６、关于废止或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视察办法»的议案(００１８号);

１７、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未成年人使用智能

手机等网络终端设备管理条例»的议案(００１９号);

１８、关于修改«山西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的议

案(００２０号);

１９、关于开展«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

检查的议案(００２１号);

２０、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的议

案(００２２号与００３０号);

２１、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校园及周边环境保

护条例»的议案(００２３号);

２２、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处理管理办法»的议案(００２４号);

２３、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家政服务业管理条

例»的议案(００２５号);

２４、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办法»的议案(００２６号);

２５、关于制定«山西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２７号与００４１号);

２６、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

办法»的议案(００２８号与００３１号);

２７、关于制定«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

议案(００２９号);

２８、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中医药保护促进条

例»的议案(００３２号);

２９、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的议

案(００３３号);

３０、关于废止«山西省合同监督管理条例»的议

案(００３４号);

３１、关于废止«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的议

案(００３５号);

３２、关于制定«山西省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

条例»的议案(００３６号);

３３、关于制定«山西省行政机关行政诉讼应诉

条例»的议案(００３７号);

３４、关于制定«山西省乡村清洁条例»的议案

(００３８号);

３５、关于制定«山西省学校安全条例»的议案

(００３９号);

３６、关于制定«山西省学前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条例»的议案(００４０号);

３７、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

条例»的议案(００４２号);

３８、关于建立山西省地方性法规定期清理制度

的议案(００４３号);

３９、关于出台加强珐华器传承保护创新发展决

定的议案(００４４号).

以上议案经大会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将在本次

会议闭会后交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审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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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５４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丁小强 卫小春 马德茂 王旭明

王　纯 王　珍 卢建明 白德恭

冯云龙 冯改朵(女)吕岩松 刘本旺

刘　美 刘振国 安雅文 孙大军

李仁和 李凤岐 李正印 李　佳

李俊明 李效玲(女)李悦娥(女)张吉福

张志川 张李锁 张明星 张高宏

陈小洪 陈振亮 范丽霞(女)罗清宇

岳普煜 郑连生 赵向东 赵庆华

赵建平(晋中)姜四清 秦一良 徐广国

高卫东 高新文 郭迎光 郭海刚

郭康锋 盛佃清 商黎光 梁宏宇

董一兵 韩怡卓 韩　强 程有录

释昌善 楼阳生

秘书长

郭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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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楼阳生　　　郭迎光　　　卫小春　　　李悦娥(女)　　高卫东

岳普煜　　　李俊明　　　王　纯　　　张志川　　　　郭海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王　纯　　　郭海刚　　　梁克昌　　　孟　萧　　　卢建明

张　羽　　　毛益民　　　汪　凡　　　武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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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决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按电子表决器方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

通过.如电子表决器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手方式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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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三、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１年省本级预算

五、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七、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八、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修订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

出和处理办法(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案)»

的议案

九、选举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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