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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消防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８日通过的«太原市消防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消防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１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８日通过的«太原市消防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７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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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议事规则»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议事规则»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１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认为不存在与上位

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５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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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亚高山草甸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０日通过的«忻州市亚高山草甸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亚高山草甸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１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０日通过的«忻州市亚高山草甸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５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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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

保障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长治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１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长治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１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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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

建设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长治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

建设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１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长治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１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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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晋城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１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晋城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１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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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晋西太德塬生态保护

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临汾市晋西太德塬生态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晋西太德塬生态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１月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临汾市晋西太德塬生态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１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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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个别工作委员会更名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山西省机构改革实施方案»(晋办发

〔２０２４〕２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

定,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决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

作委员会更名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

原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职务相应改为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

主任,不再重新任命.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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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郭海刚

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定于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３

日在太原召开.省委高度重视,省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大会筹备情况及提请大会审议的各项报告,唐登

杰书记提出明确要求.贯彻落实省委指示要求,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大会筹备组总负责

人罗清宇三次主持召开筹备工作会议,安排部署、

督促落实大会筹备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

主任会议专题研究有关事宜.筹备组依法、扎实、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大会筹备工作基本到位.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出大会指导思想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

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共山西省委坚

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动员和激励全省人民牢记嘱托、担当尽责,凝

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发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

二、拟定大会议程和日程草案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议程草案共安排八项

议程:一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

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三是审查和批

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

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

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四是

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五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六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是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

请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

案)»的议案;八是选举及其他事项.

根据大会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会议正式会期

４天半,工作日程安排６天.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１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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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代表报到,晚上召开召集人会议;２２日上午召开

各代表团会议,下午召开预备会议、党员代表委员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２３日上午开幕,２７日上

午闭幕.会议共安排４次全体会议、５次主席团会

议、２次全团会议、４次分组会议.

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经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通过,分别提请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决定后实施.

三、组建大会工作机构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大会设秘书处.大会

秘书长拟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

担任,会前以筹备组总负责人身份领导大会筹备工

作.大会副秘书长拟由郭海刚、李秋柱、丁利军、李

新春、卢建明、毛益民、汪凡、张波、骞进９位同志担

任.大会秘书处下设会务组、总务组、组织组、会风

会纪监督组、法规组、财经组、议案建议组、资料组、

新闻组、简报组、保卫组、医疗保障组、信访组１３个

工作机构.设３个驻地联络组.

四、提出大会有关名单、选举办法和表决议案

办法草案

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之后,实有代表５４８名,出缺４名.

经本次常委会会议确认９名代表资格终止、确认８名

补选的代表资格后,届时实有代表５４７名,出缺５名.

会议列席人员９４１名(含全国政协委员１２名、

省政协委员５４５名).旁听人员９名.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提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和

表决议案办法草案.经与有关方面协商,提出大会

主席团和秘书长、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主席

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临时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各代表团临时党支部成员、

总监票人、总计票人、列席人员、旁听人员等１２个

名单草案.

会议有关名单和选举办法、表决议案办法草案

分别提请有关会议通过后实施.

五、关于审查计划、预算报告工作

计划、预算报告和草案初稿已印发代表研读.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关机构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并

进行了初步审查.会议期间召开财政经济委员会会

议,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计划、预算报告和草案的审查

结果报告,经主席团会议表决通过后印发大会.

六、关于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代表议案建议继续实行网上办理.大会提出

议案截止时间初步确定为１月２４日中午１２时.

会前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会议期间

召开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议案

审查报告.提出代表建议处理意见、拟重点办理代

表建议的意见.

七、关于审议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

已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两次审议,根据组成人员的

审议意见作了修改,拟提请大会审议.会前已通过

网络平台征求了代表的意见.会议期间,法规组将

安排人员到各代表团收集意见,向代表做好说明和

解释工作.召开法制委员会会议进行统一审议,按

照程序提出条例草案修改稿、表决稿和审议结果报

告,确保条例草案顺利通过.

八、部署大会安全保卫和信访工作

按照“统一指挥、属地负责、条块结合、密切协

作、内紧外松”原则,抓好安全保卫工作,成立指挥

组、情报信息组、网络安全与舆情组、驻地会场保卫

组、交通安全保障组、社会面管控组、应急处置组、

警务督察组等８个工作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加强

执勤备勤,确保大会期间全省社会治安稳定和会议

各项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畅通信访渠道,安排省和太原市重点单位信访

接待室接待来访群众.会议期间,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的原则,集中力量,重点抓好集体访和上

访老户的稳定、分流工作.明确大会会场、主席团

会场和代表团驻地不接待上访群众、不受理信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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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不处理信访问题,做好非接待场所涉访人员分流

处置工作.强化应急处置和赴省劝返,确保不发生

大规模聚集上访、涉访个人极端行为和因信访问题

引发的负面炒作,保障会议期间良好的信访秩序.

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个办公厅名义联

合印发«关于做好全国和省“两会”期间信访工作的

通知»,召开全省“两会”信访工作视频会议.会前召

开各代表团随团信访工作负责人和大会信访组全体

工作人员会议,对大会信访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九、安排大会宣传报道工作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组织开展

各项宣传报道工作.会前组织预热宣传,集中展示

一年来全省各条战线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取得的新成就.

安排２次新闻发布,大会开幕前介绍大会筹备等

情况,大会闭幕后介绍大会成果.大会共安排１６家

中央媒体和１６家省内主要新闻媒体１３６名记者参与

会议宣传报道.开幕会议、闭幕会议由山西广播电视

台、人民网山西频道、黄河新闻网现场直播,其他全体

会议由山西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十、强化会务和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预备会议、党员代表委员会议、全体会议会场

设在山西大剧院大剧场,召集人会议、主席团会议

会场设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厅.

代表团驻地安排在丽华大酒店、湖滨国际大酒

店、阳光皇冠假日酒店.其中,大同、晋中、晋城、驻

晋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在丽华大酒店,朔州、

吕梁、阳泉、运城代表团在湖滨国际大酒店,太原、

忻州、长治、临汾代表团在阳光皇冠假日酒店.

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工作人员安排在山西

人大会议中心、梧桐公寓酒店.

坚持依法办会、筹划在先,科学安排会议日程

和工作日程,有序高效做好会议通知、证件管理、到

会情况统计、会场布置及会议文件的校对分发和备

案等工作.驻地联络组负责代表团、驻地和大会秘

书处的联络协调、服务保障工作.

十一、做好医疗保障工作

周密安排医疗保障、应急处置等工作.相关单

位分别负责做好会场、酒店各场所、车辆的清洁消

毒工作.抽调专业人员,在各驻地、会场设置医疗

室和留观室,指定山西白求恩医院、省人民医院、山

医大一院、山医大二院为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会议

期间专家组成员２４小时应急备勤,为参会人员提

供及时的医疗服务.

参会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如发现咽

干、咽痛、咳嗽、发热等症状,及时报告医疗保障组,

妥善处置.

十二、严明大会纪律和工作要求

大会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前,进一步严明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制定会风会纪“十不准”要求,

明确各代表团团长为落实会风会纪“第一责任人”,

各代表团指定１名会风会纪联络员,具体落实会风

会纪方面的规定要求.设立“１２３８８”“１２３８０”举报

受理平台,设置会风会纪监督举报接待室,安排专

人接待来访.

大会实行封闭管理,参会人员报到时进行核酸

检测.从代表团报到当日起至大会闭幕,全体代

表、随团列席人员、工作人员、记者等在大会驻地食

宿,不得擅自离开驻地和会场,不得私自与会外人

员接触.人员往返驻地与会场,实行点对点专车接

送,不允许中途下车.

会议期间,安排人员采取住会监督、巡查检查、

随机抽查、外围检查等方式,对会议期间参会代表、

工作人员遵守会风会纪情况进行全过程、全覆盖、

全方位监督,切实端正会风、严肃会纪,营造风清气

正的会议环境.

大会筹备组将以大会指导思想为统领,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工作协同,务实

高效、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顺利

召开、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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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陈振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的委托,现就省十四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情况报告如下: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５５２

名.２０２３年１１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

议后,实有代表５４８人,出缺４人.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５日,忻州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补选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委

副书记张春林为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晋中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补选晋

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星为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长治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补选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为山西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月１７日,临汾市第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补选临汾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延峰,人民日报社山西分社社长何勇为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３年１２

月２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２７０３部队选举委员会

补选３２７０３部队大校政治委员张文勇为山西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４年１月４日,中

国人民 解 放 军 ６３７２９ 部 队 军 人 代 表 大 会 补 选

６３７２９部队大校政治委员李宁为山西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月１５日,山西省军区选举

委员会补选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徐宝龙为山西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７

日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审查,张春林、刘星、陈向阳、王延峰、何

勇、张文勇、李宁、徐宝龙的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资格有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由忻州市选出的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商黎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２０２３年１２

月２０日,忻州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定罢免其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由临汾市选出的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任俊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２０２３年１２

月１４日,临汾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定罢免其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商黎光、任俊杰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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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资格终止.

晋中市选举的张复明,向选举单位提出辞去山

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２０２４

年１月１５日晋中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定接受张复明辞去代表职务.临汾市选举的

闫晨曦,向选举单位提出辞去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７日临汾

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闫晨

曦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张复

明、闫晨曦的代表资格终止.

晋中市选举的蓝佛安、吕梁市选举的王利波、

解放军和武警驻晋部队选举的王洪流、徐锐、管懿,

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蓝

佛安、王利波、王洪流、徐锐、管懿的山西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

动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４７

人,出缺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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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陈青祥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副局长.

免去:

张晋仁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依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

冯军院长的提名

任命:

王丽、曹强、邢娅波、穆五谋、王瑾、贺芳丽为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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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请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任命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６人.

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命人员的任职条件

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长的

提名

任命:

张建秋、张彦丽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

王宝玥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焦军丽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副检察长职务.

另依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

长的提名

任命:

刘向前、张生、郭艳兵、楚武龙、高建红、武美华

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邬竖峰、赵伟、智磊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

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员;

员红娟、郑国强、孙瑞峰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

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石全鹿为山西省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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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晖为山西省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员;

茹飞为山西省晋城晋普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员.

免去:

石全鹿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白玉春、武美华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

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韩丽、张仙兰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

输分院检察员职务;

薛福强的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

张生的山西省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刘向前的山西省晋城晋普山地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请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２７人次,其中,

任命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２人,山西

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１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６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员

３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

范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３人,山西省太原西峪地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１

人,山西省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１人,

山西省晋城晋普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１人.

免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

长职务１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１人,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职务２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

路运输分院检察员职务２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１人,山西省太原西

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职务１人,山西省晋城晋普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１人,人事代表

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

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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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暂时停止李建学

执行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职务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中共山西省纪委办公厅«关于通报对山西

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运城市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李

建学立案审查调查并留置的函»(晋纪办函〔２０２３〕

１３００２号),山西省纪委监委于２０２４年１月３日对

李建学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并依法留置,建议暂时停

止其执行代表职务.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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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暂时停止

李建学执行代表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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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３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７月２７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并审议了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京民受省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报告全面客观反映了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同时主要提出以下

四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

届六次全会精神,推动农业“特”“优”发展,推动乡

村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扩大脱贫群众就业渠道,

切实加大产业和就业支撑力度,持续稳定增加全省

脱贫群众收入.

二、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认真学

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加强规划引

导,推动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一体化,出台政

策支持农村养老等.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推动农村卫生厕所改建、农村垃圾处理等,努力走

出具有山西特色的“千万工程”实践路径.

三、大力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积极研

究破解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突出问题,加强政策

研究,探索引导科技、卫生等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

服务.持续压实各级各相关部门帮扶责任,加强基

层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改进干部作风,切实为基层

减负,坚决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翻身仗.

四、依靠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乡村振兴.要坚

持系统观念,强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供给,推进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注意掌

握平衡,重视增加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大力加强

宣传引导,加快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土地资源

优化配置,通过政策引导推动社会和工商资本进入

农业农村领域,在全社会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

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高质量发展.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乡村

振兴局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关于交办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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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山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乡村振兴

局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

于交办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 报 告»的 研 究

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３〕３１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至２９日,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孙京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情况报告».

８月２３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２次主任会议

研究通过了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审议意见交

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书面报

告送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后,于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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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关于交办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交办«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

接乡村振兴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

〔２０２３〕３１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乡村

振兴局认真研究处理,在征求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

意见后报来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经省政府领导

同意,现报去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

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乡村振兴局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贵厅批转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

办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收悉.对照省人大常委会提

出的四方面建议,根据工作要求,省农业农村厅、省

乡村振兴局牵头,会同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民政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

等部门,在充分沟通、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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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情况报告,并征求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

会同意.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一)依托产业集群,持续推动农业“特”“优”发

展.以“有机旱作晋品”为引领,持续培育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构建“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品

品牌”的山西特优农产品品牌矩阵.建设高粱、苹

果、中药材、谷子４个国家级产业集群、９个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和３４个国家产业强镇,打造５个省

级涉农专业镇和３８个市级特优农业专业镇.同步

加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着力打好“有机旱

作”“特色优势”“加工转化”三张牌,加速释放“土特

产”优势,努力探索“特”“优”农业发展的新路径.

目前,“有机旱作晋品”团体标准达到３０项,优势

区域公用品牌１０个,集中推介优势农产品品牌２０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１２７个,“圳品”１５６个.

(二)聚焦丰厚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文旅康

养产业融合发展.发挥乡村休闲旅游业在融合农

文旅中的纽带作用,围绕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

板块,深耕生态和人文“两种资源”,大力推进休闲

农业发展.围绕“吃住行游购娱”产业要素,做实内

容、做优业态、做长链条,培育“画家村”“摄影村”

“康养村”等主题村,积极打造写生、拍摄、刺绣、粽

子等特色产业,充分释放文旅融合发展的“乘数效

应”,助力乡村文旅康养经济升温.聚焦精品民宿、

餐饮娱乐、文化创意、康养休闲等文旅康养业态和

市场主体,布局５０个创建单位,覆盖全省４３个县

(区、市),并下达文旅康养示范区创建奖励资金

９５００万元.

(三)发挥民营企业作用,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提

质增效.持续优化“三无”“三可”营商环境,全力推

动龙头企业上规模、增实力、提效益,高水平打造农

业经营主体集聚平台.截至目前,全省农业经营主

体４４．４万户,同比增长２１．６％.全省现有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４５家,省级龙头企业８２６家,县级以上

龙头企业２８５０家.下达龙头企业扶持专项资金

１．５亿元,对龙头企业自建项目进行奖补,扶持５１

个示范联合体,贷款贴息４７０笔,撬动银行贷款８１

亿元.落实新注册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设备购置

补助２０００万元,重点支持了五台县植物蛋白饮品

及休闲食品生产、太谷区主食糕点精深加工等１８

个项目,协调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四)不折不扣落实“一个不变”,促进脱贫人口

持续稳定增收.坚持“四个不摘”“一个不变”(支持

脱贫人口增收四方面３０条政策措施在过渡期内保

持不变),多措并举促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

产业帮扶方面,衔接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比例达

到６０％以上,重点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

今年支持７６０个村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在

去年支持１００个特色产业帮扶基地基础上,今年新

支持１２１个.确定１３个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示范

县,以脱贫户和监测户为重点对象,支持具备条件

的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就业帮扶方面,坚持就地

就近就业和有组织劳务输出两手抓,全力推动落实

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和稳岗

补助等就业帮扶政策.截至目前,２０２３年全省脱

贫劳动力务工就业１０２．２３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１０７．４８％;一次性交通补贴累计发放４９．２２万人、

３．１３亿元,务工就业稳岗补助发放２８．９万人、３．

４６亿元;脱贫家庭(含监测户)“雨露计划”毕业生

就业人数 (含升学、参军)２３９３５ 人,就业率 ９９．

７３％;核实认定帮扶车间１９３０个,比上年增加８３

个,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３．７万人;光伏公益岗位

整合为九大类,数量精简至９．３万个.２０２３统计

年度前三季度(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２３年６月)脱贫

人口 人 均 纯 收 入 １０７１４ 元,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１５．１％.

下一步,我们将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

措施,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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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不摘”“一个不变”,推动落实加大力度支持脱

贫人口增收四方面３０条政策措施,更加注重扶志

扶智,通过发展产业带动、扩大就业促进、消费帮扶

助力、政策兜底保障,促进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保

持总体稳定,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持续增强脱

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确保脱贫地区农

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和本省平均水平,脱贫人

口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和本省农民收入的比值同比

“两提升”,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发展差距.

二、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一)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

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研究制定«学习践行“千

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筹备

召开现场推进会.综合考虑村庄人口、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等,将全省行政村分示范村、

提升村、整治村推进.修订完善村庄规划编制指

南,在晋城市、运城市、晋中市和吕梁市４个市开展

责任规划师制度试点,典型经验在全省范围推广.

制定了村庄规划评分标准,为切实做好村庄规划编

制指明方向.

(二)积极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

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入开展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向村覆盖向户延伸.完善乡村厕

所、停车场、标识系统等配套设施,加强智慧化信息

化提升改造,优化乡村环境,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利用省级彩票公益金,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开

展综合文化示范站建设,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行政

村开展舞台新建或修缮,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建设水平.

(三)完善政策体系推动农村养老事业发展.

制定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

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山

西省“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关于印发山西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的通知»等,架构起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

和引领养老服务业质量提升,加强了发展养老服务

的政策指引.制定出台«山西省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关于利用农村光伏收益进一步做好农村养老

工作的通知»«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

方案»等,健全探访关爱制度.困难老年人生活补

贴由每人每月５０元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７０元,

“十四五”期间将完成６．８万户困难家庭进行适老

化改造,精准兜牢基本养老服务底线.

(四)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瞄准

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持续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农业生产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五大提升行动,不断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截至９月底,全省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达到９４．

２％;完成农村户厕改造１５万户,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到７７．２％;全省新增完成３４４个行政村的

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２０．

６％;１８３４５个行政村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学习借鉴“千万工程”“浦

江经验”等做法,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

农机制,加大力度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持续壮大

村集体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向村覆盖向户延伸.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下

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三、关于“大力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

(一)积极引导科技、卫生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

服务.科技领域,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等涉农单位农业领域科技人员组建科技特派团,根

据区域内“三区”县科技服务需求组织力量.２０２３

年面向５８个“三区”县,选派科技特派员８８９名,培

训乡土人才１１６名,年度安排资金１７９２万元.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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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领域,持续加大人才招聘倾斜力度,放宽乡镇卫

生院招考比例限制和学历、专业、年龄等人才招聘

条件,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和大学生村医专项计

划,采取培养一批、招聘一批、调剂一批、派驻一批

“四个一批”等方式,着力补充优化基层医疗卫生人

才队伍.通过订单定向、村来村去方式,累计为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培养医学本科生３６９０名、中

专生４８００余名.通过规培、转岗、助理全科培训等

渠道累计培养全科医生８８３９名.利用乡镇卫生院

空余编制面向符合条件的在岗村医开展“乡招村

用”,１０６８名乡村医生纳入编制管理.

(二)用好“三支队伍”持续压实巩固衔接责任.

今年以来,全省以巩固衔接工作大比拼活动为抓

手,充分发挥县委书记、省直行业部门和驻村帮扶

“三支力量”作用,条块结合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巩

固衔接问题全面排查整改,工作质效全面提升.推

动县委书记当好“总指挥”,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

把压力传导到各乡村各部门,推动全县干部狠抓落

实.推动行业部门下好“一盘棋”,进一步落实好行

业部门常态化督联机制和调度机制,推动省直相关

部门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横向配合、协同作

战,条块结合凝聚合力.推动乡镇书记当好“总队

长”,严格落实乡镇书记抓巩固衔接工作职责,推动

乡镇书记当好巩固衔接工作明白人、推动者和监督

员,组织乡村干部打通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的“最后

一公里”.

(三)加大基层产业技术人才培养力度.通过

开展创新创业、技术指导和乡土人才培训等,及时

解决农业关键技术问题和技术需求难题,为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提供科技服务,在全省５８个脱

贫县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在果园管理、蔬菜、杂

粮、中药材、食用菌种植、猪、牛、羊养殖等方面为当

地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有作为”的乡土

人才,培植了一批科技型骨干企业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

持计划,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大力培

育乡村工匠,抓好脱贫地区乡村振兴人才回引,有

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

业家入乡,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

振兴.充分发挥招聘到村工作大学生在推动乡村

振兴、夯实基层治理中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好驻村

干部、科技特派员、产业顾问组等人才力量的帮扶

作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向脱贫地区倾斜,育好用好

乡土人才.

四、关于“依靠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一)强化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供给,推进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省发改委会同３０

个部门,依托我省新型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

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全省新型城镇化

工作,制定全省新型城镇化工作及城乡融合发展工

作年度重点任务,统筹推进全省新型城镇化工作和

城乡融合发展工作.省发改委和省住建厅正在共

同研究起草«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行动方案»,强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供给.

(二)强化金融政策支持,推动产业兴旺、脱贫

群众增收.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贷款,优先支持带动脱贫户多的企业.２０２３年脱

贫人口小额信贷为１０．９万脱贫户和监测户发放

５５．６６亿元,全省贷款余额达到７６．３４亿元,投放

量全国排名靠前.优化农担奖补机制,推动农业农

村抵质押物范围扩大,推出“智慧畜牧贷”“肉牛活

体贷”等牲畜活体抵押专属产品,覆盖所有脱贫县.

稳步推进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鼓励承保机构

对脱贫户应缴保费适当减免.在全省开展省级政

策性谷子保险,开设小麦、玉米制种保险,提高农户

制种积极性.

(三)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对３６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继续实行新增建设用地计

划指标单列,每县６００亩,专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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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与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用地需求.农村村民住

宅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专项用于符合“一户一宅”和

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实行单独

组卷报批,实报实销.指导各地在编制县、乡镇级

国土空间规划时,应安排不少于１０％的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及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基础设施等项目用地.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试

点,开展好２个国家整乡镇延包和１６个省级延包

试点工作.目前,前三批７个国家试点村已完成延

包任务,共签订承包合同１８９４份,确认承包面积

９７４０．９４亩,已签订承包合同的农户中直接顺延

１８９１户,占总承包农户的９９．８％.构建产权关系

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积极探索资源发

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发展途

径和村村联合、村企联合、村社联合、产业联盟等发

展模式,持续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成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社会帮扶合力,深化

拓展市域内县际结对帮扶,在资金投入、产业发展、

劳务输出、人才支援、结对帮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扎实开展“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深入实施

“百校联百县兴千村”和产业顾问组支持脱贫县产

业发展行动,稳步推进“万企兴万村”山西行动,引

导更多社会和工商资本到脱贫县投资兴业,结合自

身优势深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公益帮扶、技能帮

扶.鼓励支持各类社会组织、退役军人、爱心人士

等助力乡村振兴.打造助力乡村振兴公益品牌,营

造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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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关于交办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７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７月２７日至２９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京民受

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的报告».８月２３

日,省人大常委会第１２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该

报告的审议意见,会后以办公厅名义将审议意见转

交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省政府责成省乡村振兴

局抓好落实.省乡村振兴局会同省发改委等相关

部门,在充分沟通、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研究处

理情况报告并征求了我委意见.１１月２９日,省政

府办公厅向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送了省乡村振

兴局关于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我委认为,省政府及省乡村振兴局高度重视该

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工作,已经采取１４项改进举

措,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审

议意见中四方面的意见建议.一是关于进一步增

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方面,依托产业集群,持

续推动农业“特”“优”发展;聚焦丰厚历史文化资

源,推动乡村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民营企

业作用,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不折不扣落

实“一个不变”,促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二是

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方面,推动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积极推动城乡公

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完善政策体系推动农村养

老事业发展;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三

是关于大力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方面,积极

引导科技、卫生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用好“三

支队伍”持续压实巩固衔接责任;加大基层产业技

术人才培养力度.四是关于依靠全社会力量共同

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强化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供给,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化金

融政策支持,推动产业兴旺、脱贫群众增收;深化农

村改革,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等.

我委建议将省政府关于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及我委研究意见一并印发２０２４年１月召

开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同时,建议省政府及省农

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省委关于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坚持以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防止返贫监测,认真落实帮扶

措施,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奋力开创全省乡村

全面振兴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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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

融合创新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３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至２９日,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推

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府及

文旅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

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加快打造文旅康

养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战略部署,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宜融则融、能

融尽融,多措并举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在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发展环境、深化要素保

障、产品体系打造、文旅品牌融合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为我省“三区三地”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大家对省政府的报告表示肯定,对民宗侨外工

委的调研报告表示赞成,并就推动解决文旅融合创

新发展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省各级政府

及文旅部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

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及省委关于文旅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上来,明确

目标、突出重点,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上推动文旅融合,激发新动能、形成新优势,为全省

转型发展、奋进“两个基本实现”目标提供有力支

撑.要切实树牢文化旅游“一盘棋”思想,建立健全

各级政府文旅融合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相关部门

责任,共享工作信息,形成统一指挥、上下联动、协

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是要进一步深化文旅康养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聚焦山西文化优势,深挖德孝文化、忠义

文化、廉政文化、晋商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更

多差异化、特色化旅游产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

康养产业多样化融合发展,大力推动“旅游＋”“＋

旅游”,着力打造文旅康养新业态、新模式、新消费.

强化科技、创意等要素驱动,着力延伸产业链、打造

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深化景区(景点)体制机制改

革,促进 A级景区倍增、持续推进景区提质升级.

要持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以项目投资、消费促进

为重点,抓好文旅项目投资建设和招商引资,为文

旅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三是要进一步加大宣介营销力度,提升文旅品

牌影响力.围绕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总

目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创新文旅宣传推广

机制,真正叫响“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康养山

西夏养山西”品牌.要全面提升宣介和营销能

力,实施省、市、县三级联动营销推广.创新方式,

形成多平台、多渠道、多层次的宣传推广格局.深

化与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港澳台以及沿黄省份

等区域联动合作,加快构建跨区域文化旅游大市

场.加大境外市场营销力度,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讲好山西故事,不断提升山西文旅康养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

四是要进一步优化文旅发展环境和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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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游客的便利舒适度、体验满意度和品牌认

同度,打响“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优化全省公

路、铁路、航空布局,完善旅游交通配套设施,构建

便捷畅通的旅游交通体系.推动智慧旅游建设,促

进全省智慧文旅联动共享,实现文旅资源“数字

化”、文旅工作“智慧化”、公共服务“一键通”.构建

主客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创新住宿业态发展,完

善服务设施.加强从业人员的管理培训,提升服务

意识和质量.加快行业标准化建设,探索建立以游

客为中心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打造优质旅游服务

品牌.

此外,组成人员还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和活化利

用,进一步丰富文旅研学的内容形式及工作机制;

加大文旅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意见建议.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关于

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文化和旅游

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推动全省

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关于«省

政府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

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

创新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３〕３２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至２９日,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文旅厅厅长王爱

琴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

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的报告».８月２３日,省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２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该报

告的审议意见.现将审议意见交省人民政府研究

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书面报告送省人大常委

会民宗侨外工委征求意见后,于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

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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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函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交办«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３〕３２

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文旅厅认真研

究处理,在征求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意见后

报来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

去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

支持.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推动全省

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接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推动全省文化

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后,我

厅高度重视,深入学习,认真研究,形成报告后及时

征求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意见,并根据反馈

进行了修改完善,现将研究处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健全全省“一盘棋”工作

格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作部署,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为

我省转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一是形成新发展优

势,立足我省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和国际知名文化

旅游目的地战略目标,巩固好、挖掘好、利用好我省

资源比较优势,进一步找准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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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数、最佳连接点,锻造全省文化建设和旅游发

展新优势,加快打造文化旅游战略性支柱产业.二

是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发挥山西省

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联席会议作用,共享工作

信息、统筹调配资源、解决瓶颈问题.建立健全各

级政府文旅融合联席会议制度,省市县贯通联动,

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同题共答工作格局.三

是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组织制定我省«关于推动

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落实好财

政、税收、金融、投资、人才等支持政策,统筹用好中

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渠道,积

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我省文旅基础设施建

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引导撬动

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文旅行业.

二、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聚焦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和文旅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文旅康养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深挖文化内涵,实

施精品战略,推动文旅产品创新、业态优化、配套完

善、服务提质,培育壮大文化旅游战略性支柱产业.

(一)拓展文旅融合发展新空间

一是持续强化以文塑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更多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

推动优秀舞台剧目市场化运营,推进演艺进景区、

进节会、进消费场所,进一步焕发三晋文化的时代

光彩.深入挖掘长城文化、黄河文化、晋商文化时

代内涵,打造“可感知、可触摸、可互动”的文旅产

品.二是推进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高标准举办

２０２３黄河非遗大展,推进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建设,命名一批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支持非遗项目、传承人走进景区,打造一批非遗

体验游、非遗美食品鉴游、非遗演艺观赏游、非遗民

俗游等主题线路.三是促进公共文化场所与旅游

市场对接,推动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等具备

接待能力的博物馆进入旅游线路产品体系,提升服

务能力,增强旅游功能,推动各地打造一批融合图

书阅读、艺术展览、文化沙龙、轻食餐饮等服务的

“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新型文化业态.四是推

动文化创意进景区,举办山西文化创意设计周、山

西省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发挥“山西文创联

盟”作用,推动创意成果转化,促进文创企业与重点

景区深度合作、联合开发具有景区地域特色的系列

文创产品,打造“山西礼物”品牌.五是大力发展旅

游演艺项目,推动省直、市县院团与重点景区“结对

子”,持续推进演艺进景区,提升«又见平遥»«如梦

晋阳»等经典演艺品质,推动优秀舞台剧目以市场

化方式参与旅游演艺项目.六是大力拓展消费场

景和载体,举办２０２３“魅力山西晋品惠享”旅游

消费月、平遥中国年等活动,复制推广太原、运城国

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经验,推动将山西艺术

节、晋剧艺术节、“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文

旅节会等纳入文化和旅游消费体系,大力发展夜间

文旅经济,持续丰富文旅消费业态,释放文旅消费

潜力.

(二)培育壮大文旅康养经营主体

一是打造集聚载体,持续推动５０个文旅康养

示范区提升建设,打造太原晋源区、大同浑源县、朔

州右玉县、忻州忻府区和五台山、阳泉盂县、长治壶

关县、晋城陵川县和泽州县、运城盐湖区等１０个文

旅康养集聚区,形成集聚经营主体发展、促进文旅

康养消费的高质量产业平台.持续打造国家级、省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街区、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等载体,引导各市出台扶持

政策,给予相应奖励.二是强化项目合作,包装打

造一批优质文旅康养项目,做大文旅康养项目基本

盘,利用中国山西(晋城)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全

省旅发大会等平台主动推介项目,面向京津冀、长

三角、大湾区、环渤海等地区投资商,主动走出去进

行精准对接和政策解读,进行“一对一”项目对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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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合作.三是拓宽行业融资渠道,持续深化政银企

合作,推动普惠金融在文旅行业的创新应用和推

广,支持符合条件的文旅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

申报文旅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开展

重大文旅康养项目建设贷款贴息补助资金申报,引

导保险机构在旅游业推行旅游服务质量保证保险,

鼓励各旅行社以购买保险代替缴纳服务质量保证

金.四是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组织参与第六届进博

会、２０２３夏季达沃斯论坛“山西之夜”,推介山西文

旅资源项目,区域借力寻求共享机遇.举办第六届

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组织我省５０余家文化

企业的近千种产品参展,举办第四届山西工艺美术

产品博览交易会,１５个省市工艺美术企业和大师

工作室的近万件展品参展,用好深圳文博会、北京

服贸会、中博会等全国性文化产业会展平台,推动

山西文化产品和项目走出去.

(三)加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聚焦山西文化优势和康养资源优势,积极打造

更多差异化、特色化旅游产品线路.一是积极发展

休闲旅游,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

闲城市和街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培育提升

一批省级旅游度假区.二是有序发展红色旅游,充

分挖掘山西红色文化资源“富矿”,弘扬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右玉精神,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让革命精神具象化、革命文物“活起来”.三是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

点,推出“尽赏田园　晋美乡村”美丽乡村休闲旅游

行精品线路,打响“三个人家”旅游民宿品牌.四是

传承文化发展研学旅游,开发红色文化、晋商文化、

古建文化、地质文化等专项科考旅游线路,推出“匠

心古建”“长城文化”“晋商之魂”等精品线路.五是

紧扣转型发展工业旅游,依托大型工厂、工业遗产,

择优推动工业企业开发工业旅游产品和线路.

(四)推动重点旅游景区提档升级

一是高标准推动三大世界遗产地保护开发,聚

焦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着眼制约做大做

强的痛点、堵点、难点,进一步推进云冈石窟、五台

山、平遥古城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好«加强平遥古城

保护建设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行动方案»和«大同

国际知名文化旅游城市建设行动方案»,加快出台

五台山、关公故里文化旅游区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

游目的地行动方案,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综合功能,

重塑竞争优势.二是充分盘活旅游资源,探索建立

政府做“生态”、景区做“平台”、市场做“业态”的开

发运营管理体系,进一步理顺旅游景区管理体制、

经营机制和各类利益关系,在全省旅游景区(景点)

体制机制改革基础上,加大力度引进有实力的国有

资本、社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促进资源开

发管理形成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效率.三是壮大

高等级旅游景区规模,实施旅游景区“９＋１３”梯次

打造培育计划、A 级旅游景区倍增计划,梯次推动

晋祠天龙山、关公故里、恒山等创建５A 级旅游景

区,提升改造硬件、扩大景区容量、完善基础设施、

改进配套服务,加快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

的地.

三、强化宣传营销,提升文旅品牌美誉度影

响力

一是建立“一盘棋”营销机制,统筹协调省市宣

传资源,搭建互用、共享、统一的文旅宣传平台,建

立“常态化”交流模式和山西文旅媒资素材库,统筹

协调驻晋媒体、省市县等各级各类媒体,统一宣推

主题,加快推动内容、渠道等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二是创新宣传推介手段,坚持渠道为先,用好传统

媒体,加大在主流媒体黄金时段、知名节目、重要栏

目的宣传广告投放力度.用好直播营销、头部代

言、网红打卡等新宣传方式,组织开展新媒体营销、

在线旅游平台营销、创意体验营销等营销活动,创

新开展山西文旅进南开非遗主题推广等系列活动,

实施“文化传播者”计划,积极吸引省内外博主和游

客担当宣传员,持续掀起宣传热潮.三是深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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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坚持客源为要,借势、借力“京津冀”“黄河金

三角”发展以及“山河四省”流量热度,共同推出春

游、夏养、秋行、冬享等季节系列以及“太行山”旅游

等主题推广活动.精准定位东北、西北、西南、长三

角、大湾区等潜力客源市场,打造特色化线路产品,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四是加强海外市场宣传营销.

开展“走进山西　读懂中国”海外宣介活动,利用好

国际友城合作渠道开展旅游宣介,走出去举办专场

推介会,举办国际旅行商采购大会,借助文旅部驻

外机构渠道和平台,邀请主要境外客源地旅行商到

山西考察踩线,增强外国游客对山西的感知和

体验.

四、夯实工作基础,优化文旅发展环境和服务

能力

(一)扎实推进文旅法治工作

出台«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解决制

约我省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全方位

多角度开展普法宣传,创新运用“文艺＋普法”模

式,组织法治文艺宣传小分队进景区、进校园、进部

队进行１２场公益演出,举办“翰墨书香法治润

心”法治书画作品展.坚持依法治旅,依法兴旅,做

好«山西省旅游条例»贯彻落实,促进旅游业与其他

产业融合发展,扎实开展«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前

期调研,深入开展“八五”普法相关工作,加大以案

普法力度,营造文旅行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良好氛

围,推动文化旅游业在法治轨道上规范有序发展.

(二)打响“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

一是加强综合服务管理,建立以游客为中心的

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游客满意度调

查、旅游服务质量暗访监测、旅游服务质量“好差

评”、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效果评估等,强化监测结果

应用及跟踪改进.二是健全信用监管机制,实施旅

行社、导游、星级饭店等相关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和

风险预警,依托信用评价结果和预警信息实施分级

分类监管,打造一批诚信文旅企业.三是规范旅游

市场秩序,建立健全跨部门旅游市场举报投诉和执

法协作机制,深入开展旅游市场价格监管执法,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强化消费纠纷源头治理.

(三)完善优化旅游配套设施

全面建成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

精致设计交旅融合产品,加大沿线风情小镇、特色

村落等规划建设力度,开发特色交旅融合线路,衔

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筑“结构合理、设施齐全、

功能完善、特色突出、服务优良”的“城景通、景景

通、城乡通”全域旅游交通网.加强观景台、驿站、

房车露营地、停车场、公共厕所以及旅游集散咨询

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等设施配套和数字化管理.完

善４A、５A级旅游景区综合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

建设.

(四)促进全省智慧文旅联动共享

大力构建主客共享的文化旅游融合新空间,持

续推进城乡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智慧图书馆、公共

文化云建设.推进智慧旅游云平台等支撑性项目

建设,实现全省 A级景区门票预约、旅游厕所和停

车场的智慧管理,提升景区综合集成服务能力.深

化“互联网＋旅游”,实施全省 A级旅游景区５G网

络全覆盖行动计划,推动智慧旅游公共服务模式创

新,推出一批智慧旅游场景应用,打造一批沉浸式、

体验式消费空间,创建一批智慧景区.

(五)加强导游人才队伍建设

优化导游职业资格准入管理,严格规范导游执

业行为,净化导游执业环境.加强导游人才供给,

针对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星级饭店、旅游民宿等

重点领域的从业人员开展专题培训,提升服务意识

和质量.支持和跟踪培养中高级导游,举办好每年

一届的山西省导游大赛,让更多优秀导游成为行业

标杆,起到示范作用.

(六)做好文旅领域标准化工作

打造文化旅游行业“山西标准”品牌,建立国家

级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围绕产品、服务、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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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衔接工作,制定地方

标准,建立健全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的文旅标准体

系.积极开展标准宣贯,加强标准实效评估,严格

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积极引导推荐性标准、自愿

性标准的落地应用.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深化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十四五”文化旅游会展康

养产业发展规划»贯彻力度,继续做好省人大«审议

意见»的落实工作,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打造

文旅康养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

目的地战略部署,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探索文旅融

合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新举措,为我省打造内陆地

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加快转型发展贡献文旅力量.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

关于«省政府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

创新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７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至２９日,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推动全

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的报告».８月２３

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２次主任会议研究通

过了该报告的审议意见,８月２８日,交省政府办公

厅研究处理.省政府责成省文旅厅对审议意见认

真研究处理,对提出的建议逐条逐项予以落实,并

就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提前征求我委意见.１１月２９

日,省政府办公厅转报了省文旅厅关于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四

个方面的建议,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取得了较为

明显的成效.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文旅融合

“一盘棋”思想.依托我省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形

成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新优势,加快打造文旅融合

战略性支柱产业.建立健全各级政府文旅融合发

展联席会议制度,共享工作信息、统筹调配资源,形

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组织制定«关

于推动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

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人才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二是巩固壮大文旅产业,持续激发文旅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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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非遗与旅游深度融

合,促进公共文化场所与旅游市场主动对接,不断

拓展文旅融合发展新空间.打造集聚载体,拓宽融

资渠道,搭建交流平台,提升游客体验,丰富业态产

品,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大优质

产品和服务供给,打造休闲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

游等特色线路.盘活优质文旅资源,理顺旅游景区

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各类利益关系.推动重点旅

游景区提档升级,梯次推进高等级景区创建培育和

A级旅游景区倍增计划.三是创新宣传推介方

式,提升山西文旅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统筹协调

省市宣传资源,加快推动内容、渠道等优质资源共

建共享.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加大在主

流媒体宣传广告的投放力度,运用好直播营销、网

红打卡等宣传方式.深化区域合作,精准定位客源

市场,推进品牌互认、客源互送、市场互通,不断扩

大市场份额.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理念,加强海

外市场宣传营销,利用好国际友城合作渠道开展旅

游宣介,增强国外游客对山西的感知和体验.四是

坚持依法治旅,优化文旅发展环境和服务能力.认

真贯彻落实«山西省旅游条例»,推动我省文旅业在

法治轨道上持续发展.强化综合服务管理,健全信

用监管机制,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旅游配套设

施,促进全省智慧文旅联动共享,加强导游人才队

伍建设,建立健全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和标准体

系,着力打造旅游友好型环境,打响“旅游满意在山

西”品牌.

建议将省政府关于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及我委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同时省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

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我省打造文旅康养

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战

略部署,进一步加大«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实

施意见»贯彻力度,认真落实审议意见和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各项措施,扩大高品质内容供给,打造

数字化、信息化、AI文旅新生态,推进文旅融合体

制机制创新,促进文旅资源要素集聚,激活市场主

体创新发展活力,不断提升我省文化影响力、旅游

吸引力、文化旅游供给力、文旅产业竞争力,为依法

推动我省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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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３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至７月２９日,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全省法院加

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了全省法院在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认为近年来全省法院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跟中央和我省重大决策

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持续深化改革创新,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山西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同时,

组成人员针对全省法院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是进一步扛起职责使命.全省法院要进一

步深刻认识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重大意义,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要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坚持全

方位一体化保护理念,切实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现和贯彻到环境资源审判的

各方面全过程,依法履职,公正司法,为美丽山西建

设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是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全省法院要全面

贯彻落实环境资源保护的各项法律,忠实履行法律

赋予的职责,依法严格公正办案;要严格落实损害

担责原则,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妥当处理发展与

保护的关系,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

果、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是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全省法院要不断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队伍正规化、职业化建设,着力

培养复合型人才;要进一步落实“三合一”归口审理

模式,稳步推进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不断

提高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专业化水平.

四是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法院与行政执法部门之间要加

强行刑衔接,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要进一步完

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全省各级法院、各相关单位

对环境资源审判案件信息的及时充分共享,形成环

境资源司法保护强大合力.

五是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充分发挥司法裁

判引领作用,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以案

释法,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生态文明意识,让

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法院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法院加

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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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法院加

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情况的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

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３〕２７号

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至２９日,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全省法院加强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８月２３日,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现将该审议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研

究处理,并将研究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于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３０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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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

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

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召开以来,省高院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以下简称«审议意见»),冯军院长

专门主持召开会议与分管院领导、相关部门共同学

习«审议意见»,逐条研究各位常委会委员提出的意

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省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关

于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时,对报告和全省法院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中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紧紧围绕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保障建

设美丽山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建议,充分体现

了常委会对法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监督,体现

了常委会领导、各位委员对法院工作的关心和关

爱.全省法院坚持把贯彻落实«审议意见»与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紧密结合,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紧紧围绕“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

保护和修复治理,持续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体系机制

创新,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坚持能动司法,促进

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衔接配合,以更加强烈的政

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全面推进美丽山西建设、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

务和保障.现将贯彻落实«审议意见»情况报告

如下:

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

步扛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职责使命

全省法院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好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作为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

动,省高院党组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主题教育

中把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作为大兴调查研究的

重点内容,撰写«关于对我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坚持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自觉把环境资源审判融入国家环境治理

体系,积极推进全方位司法服务、一体化法治保障,

坚决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第

一时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城重要指示

精神,运城中院设立盐湖生态和文物司法保护基

地,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七部门签订«运城市盐

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文物保护协作意见»,畅通

执法、司法协作机制,共同加强对运城盐湖的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和文化保护.认真落实全省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工作部署,紧密结合«审议意见»工作要

求,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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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司法

保护修复基地建设,深化多元主体共治,加强内部

联动、外部协作,挖掘培树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典

型案例,不断加大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案件审理力度,真正实现“办理一个案件、恢复一

片绿水青山”,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从“纠

纷解决”向“以生态修复为中心”转变迈进,坚决以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和保障我省加快推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坚持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全省法院积极发挥环境资源刑事审判惩治和

教育功能、民事审判救济和修复功能、行政审判监

督和预防功能,以环境资源法庭和司法保护基地为

载体,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环境资源案件,不断加大

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环境

资源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案件的审判力

度,让环境资源案件审判、执行成为记录美丽山西

建设的生动法治故事.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

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公益诉讼

案件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４３２８件.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严厉打击非法取水、

非法采砂、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等犯罪行为.吕梁市临县法院对未经许可

擅自在黄河河道禁采期、禁采区连续采砂,影响航

道安全、破坏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的白某等人依法

惩处,对当地非法采砂犯罪行为产生有力震慑,起

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兴县法院依法审

理的我省首例盗掘古脊椎动物化石刑事案件,判处

使用电锤、铁锹等工具盗掘古脊椎动物化石(俗称

“土龙骨”)的被告人有期徒刑,有效遏制了当地违

法挖掘土龙骨的势头,对于保护黄河流域文化、防

范水土流失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

教节目中心«法治深壹度»栏目予以报道.晋城市

沁水县法院依法严惩盗挖油松的李某某等６名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责令６人按照林业部门制

定的补种林木实施方案进行补植补种,并在新闻媒

体公开赔礼道歉.沁水县法院将被告人生态修复

责任履行情况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把补植补种

油松林设为“沁法教化林”,实现惩治违法犯罪、修

复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一判三赢”的效果.吕

梁市某煤业公司未对１２５．５７公顷损毁的矿山土地

按审批方案进行复垦,市检察院对该公司提起生态

破坏纠纷公益诉讼,吕梁中院依法迅速组成七人合

议庭,多次就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损失等专业问题咨

询环保专家,最终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现已进

入履行阶段.该案对引导企业积极防治污染、依法

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起到了

良好的示范效应,对社会公众树立环境生态法治意

识起到了积极的指引作用.

三、锤炼过硬司法能力,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水平

全省法院坚持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紧密结合,

省高院在山西右玉干部学院举办全省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业务专题培训班,组织全省中基层法院分管

副院长、环资庭(环资法庭)庭长、业务骨干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做

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强化了对环境权益、

民法典绿色原则等立法精神的理解,深化了对法律

性质与基本原则、对案件具体条文的认识与适用,

进一步提升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人员对于新时

代环境资源司法理念的贯彻落实.深化环境资源

审判专业化建设,开展经验交流,由先进法院介绍

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经验做法和成效,深入研究环

境资源审判规律,探讨审判疑难问题,进一步规范

环境资源审判程序,统一裁判尺度,不断提升环境

资源司法现代化能力,更好满足服务保障我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需要.

聚焦构建现代环境司法保护体系,加快推进环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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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优化环境资源法庭区域布

局,省高院指导第二批环境资源法庭的设立和运行

工作,督促未设置专门审判机构的法院相关审判

庭、合议庭履行好办理环境资源案件、促进生态环

境治理的职能,继续深化、优化环境资源审判“三合

一”机制改革,以最有利于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最有利于当事人环境权

益维护、最有利于案件公正高效处理为原则,统筹

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确保环境资源案件

办理“四个效果”有机统一.加强司法保护基地建

设.８月１１日,临汾中院举行“临汾汾河生态司

法保护基地”揭牌暨签字仪式,积极探索沿汾河流

域跨域司法协作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协调联

动,发挥环境资源保护合力.９月２１日、２２日,省

高院、忻州中院、宁武县法院、五台县法院在芦芽山

和五台山分别举行芦芽山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基

地和五台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启动仪式,致力

打造集生态司法保护、生态环境修复、法治宣传教

育和环保志愿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保护平台,推动

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和充

分修复的现代环境治理司法保障体系,筑起山西环

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司法屏障.１０月２１

日,省高院、吕梁中院、方山县法院在北武当山举行

吕梁北武当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启动仪式,打

造黄河支流水源涵养基地,建立起“行政执法＋检

察监督＋司法审判”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模式,推动形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共建共治共

享的格局,确保一泓清水入黄河.切实发挥司法保

护基地法治教育、理念宣传、文化推广等作用,积极

延伸审判职能.吕梁北武当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基地启动后,方山县法院向辖区林场及周边村委制

发司法建议,将１２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５

种三有保护动物的信息制作成册,并入村入企进行

法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依法保护身边珍贵物种.

同时,在林场划定专门区域对１５种国家级、省级重

点保护植物进行幼苗培育,待幼苗成长后栽种在林

场周边与行政村小广场内,辅以司法标语提示,确

保群众准确识别重点保护植物,进一步提高群众的

生态保护意识,有力推动了涉森林资源犯罪“防之

于未萌,治之于未发”.

四、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积极构建生态环境

保护多元共治格局

全省法院积极构建和参与内部联动、外部协

作、跨省跨县的黄河流域、环太行山生态保护协作

机制,共同化解区域分割与流域整体性、部门分治

与生态系统性之间的矛盾,协同应对治理和保护工

作具体问题,形成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合力,切实提

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８月３日,运城垣曲县法

院、晋城沁水县法院和临汾翼城县法院在历山国家

自然保护区举行«历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区域环境资

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会签仪式,推动构建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协调有序、高效创新的环境资源审判

协作机制.８月１１日,晋陕豫三省三县(市)黄河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通过建立定期

会商机制、日常联络机制、协作联动机制、资源共享

机制、协同调研机制,全面建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三县(市)法院之间的常态化司法协作机制.９月５

日,环太行山四省(市)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联席

会议暨研讨会召开,省高院同北京、河北、河南法院

签订太行山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框架协议,加强

环太行山区域各法院之间在审判事务、裁判标准、

审判资源等方面的协同配合,推动太行山一体化环

境区域治理体系建设.牢牢坚持“抓前端、治未病”

司法理念,综合运用司法建议、案件回访、普法宣传

等能动司法方式,助推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生态

环境社会治理大格局.方山县法院深入践行恢复

性司法理念,前移司法关口,在诉前发出司法建议,

邀请林场技术人员组成勘探队,对境内“五山一湿

地”的物种分布、生长习性以及受破坏程度展开调

研,根据调研情况向自然资源、水利、林业等部门及

—８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１　



各林场和林区周边村委制发７份司法建议,并多次

走访各单位跟踪了解落实情况,真武山林场、峪口

镇人民政府、北武当镇人民政府收到司法建议后第

一时间进行整改,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在判后

延伸审判触角,做好生态恢复.在审理赵某、李某

污染环境一案时,办案人员联合检察机关多次走访

案发地,并向有关当事人释法说理,督促履行修复

义务.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充分认识自己行为的后

果及性质,在环保部门的监督下积极履行修复

义务.

五、加大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宣传力度,凝聚环

境资源保护法治共识

今年,在首个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省高院下

发«关于组织开展首个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的通

知»,三级法院认真谋划,结合实际,全方位开展各

类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行动,强化公民环境意识,

积极推动把建设美丽山西转化为全省人民群众的

自觉行动,让三晋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

境更优美、人民更幸福.全省法院多次在«人民日

报»«人民法院报»«山西日报»等主流媒体及最高法

院、山西高院等各大网络平台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相

关工作动态,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多种传播媒

介宣传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定期发布环境资源

审判典型案例,加大音视频普法内容供给,发布«北

武当山下,这家法院“山水情”更浓»«汇聚司法之力

让生态底色更鲜亮»等文章,讲述人民法院司法力

量护佑绿水青山的生动故事,制作视频专题片«山

西法院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刑事司法保护工作纪

实»«以法治力量 护黄河安澜视频片»,发表微视频

«一位年轻法官的黄河情»«消失的油松»等,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环境资源保护法治声音,传递

环境资源保护法治理念.加强司法公开,通过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参与旁听,举办环境

司法现场宣传活动、当庭宣判、巡回审判等多种方

式提升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和专业化水平,扩大

环境资源司法审判的影响力.８月９日,运城永济

市法院将环境资源巡回审判法庭搬到了黄河岸畔,

现场对王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进行公开审

理,这是«黄河保护法»实施后,永济市法院首例采

取巡回审判方式,公开开庭、当庭宣判的环境资源

保护类刑事案件,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

会效果.１０月１８日,垣曲县法院在山西古城国家

湿地公园公开审理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案,当庭宣判并开展现场法治教

育,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群众２００余人旁观庭

审,让广大群众零距离接触庭审,用好案例活教材,

达到警示与教育、惩治与预防的双重目的,受到央

视新闻报道宣传.

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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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和习近平考察调研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贯彻落实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精神,在省委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

督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坚定的信心、创新的精

神、务实的作风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意见»,不断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更好地

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努力为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

贡献更大的司法力量.一是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

大意义、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

全面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保持打击破

坏生态环境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序推进生态环境纠

纷化解和损害赔偿工作,加大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审理力度,依法支持和监督行政

执法机关履行生态保护职能,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三是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依法审理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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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涉新污染物环境污染民

事案件,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

题.四是着力强化文物文化司法保护,加大对盗掘

古墓葬、买卖走私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打击力度,

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司

法工作水平.五是深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

制改革,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深化司法

与行政的协调联动,完善环境纠纷案件多元解决机

制,促进案件办理质效提升.六是始终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具有专业理论素养和

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化审判人才队伍.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附件３

关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３年１月９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７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听取审议了省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后我委对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了汇总整理,形成«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该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

通过后交省法院研究处理.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我委收

到省法院«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情

况的报告».我委对该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

省法院党组高度重视审议意见,专门召开会议学习

研究,针对审议意见提出的意见建议,细化工作举

措,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取

得新成效.

一是持续树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理念.省法

院党组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作为今年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的重点内容,持

续树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理念.全省法院加大环

境资源司法保护宣传力度,组织开展首个全国生态

日宣传活动,通过多种传播媒介宣传环境资源司法

保护工作,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环境资源保

护法治声音,传递环境资源保护理念.

二是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全省

法院全面贯彻落实环境资源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

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刑事审判惩治

和教育功能、民事审判救济和修复功能、行政审判

监督和预防功能,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环境资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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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力争通过审判一案,实现惩治违法犯罪、修复生

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一判三赢”的效果.

三是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省

法院举办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业务专题培训班,

开展经验交流,深入研究环境资源审判规律,探讨

疑难问题,进一步规范审判程序,统一裁判尺度,提

升审判业务能力.全省法院持续推进环境资源专

门审判机构和司法保护基地建设,近期又先后成立

了盐湖生态和文物司法保护基地、临汾汾河生态

司法保护基地等５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筑起

环境资源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的司法屏障.

四是积极构建环境资源保护多元共治格局.

全省法院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积极构建和参与内

部联动、外部协作、跨省跨县的黄河流域、环太行山

生态保护协作机制,共同化解区域分割与流域整体

性、部门分治与生态系统性之间的矛盾,协同应对

治理和保护工作具体问题,推动形成环境资源司法

保护的强大合力.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建议将省法院贯彻落实情

况报告连同我委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同

时要求全省法院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严格执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

法规,切实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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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议程

　　一、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向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书面)

三、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议程(草案)(书面)

四、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

五、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六、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七、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八、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个别工作委员会更名的决定(草案)»(书面)

九、审议和批准«太原市消防条例»

十、审议和批准«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议事规则»

十一、审议和批准«忻州市亚高山草甸保护条

例»

十二、审议和批准«长治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

和保障条例»

十三、审议和批准«长治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

划建设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十五、审议和批准«临汾市晋西太德塬生态保

护条例»

十六、审议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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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３

年１月１８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十六项议程.

１月１８日上午９点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

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

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大会筹备组负责人郭海

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陈振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

表资格的报告.

全体会议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审议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草

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案审查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审议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关于个别工

作委员会更名的决定(草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审议«太原市消防条例»等七件报批法规.

１月１８日上午１１点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山西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

报告稿;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议程(草案);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山西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

员名单(草案);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表决批准了«太原市

消防条例»«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

规则»«忻州市亚高山草甸保护条例»«长治市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长治市中小学校幼儿

园规划建设条例»«晋城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临

汾市晋西太德塬生态保护条例».表决通过了人事

任免名单.表决通过了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表决通过了个别工作委员会更名的决定.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７３人,实出席６９

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贺天才、谢红、王

纯、张志川、吴俊清;秘书长郭海刚;委员马伟、王永

革、王仰麟、王继伟、王维平、王潞伟、卢建明、田玉

成、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乔建军、刘晓东、

刘继隆、刘锋、闫喜春、关建勋、米效东、汤俊权、孙

宏斌、孙剑纲、孙祥林、贠钊、李云涛、李庭凯、李润、

李常洪、杨定础、宋惠民 、张世文、张刚、张国富、张

钧、张洁(女)、张峻、陈纲、陈振亮、陈继光、武志远、

武绍忠、苗伟、周世经、郑红(女)、房倚天、赵建平、

赵彬、姚少峰、贾世庆、贾向东、柴慧萍(女)、徐钧、

郭明杰、黄岑丽(女)、曹平(女)、盛佃清、梁俊明、

韩珍堂、景鸿、蔡汾湘、潘青锋(女)、薛荣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宋伟、武晋、陈忠辉、朱继尧

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吴伟,副省长熊继军,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

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省监察委员会有

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有: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

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省直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

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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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登杰在山西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

　　１月２７日,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四

次全体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大会胜利闭

幕.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唐登杰主持会

议并讲话.

　　唐登杰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一次高举旗

帜、凝心聚力、民主团结、务实奋进的大会.大会选

举我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各位代表和全省人

民对我的信任,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忠诚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恪尽职守、勤

勉工作,努力把山西人大工作和各项事业推向前

进,不辜负党中央信任,不辜负全省人民期待.

　　他指出,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

生、防风险、保安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党的建

设和各项事业取得新成绩,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

迈出坚实步伐.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

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科学指引,是３５００万山西人民团结拼搏奋斗

的结果.

　　他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各

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省上下要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确保山西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要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以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全方

位转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加快走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

的发展新路.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深化重点

领域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持续提升开

放平台能级,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要始终树牢造

福人民的政绩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就业、

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急难愁盼

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着力打造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快全面建设清廉山西,有力

引领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唐登杰强调,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作出系统

部署,这次会议通过法定程序,将党中央及省委决

策部署转化为了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目标、

共同行动.要进一步增强不折不扣抓落实的自觉、

弘扬雷厉风行抓落实的作风、突出求真务实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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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向、激发敢作善为抓落实的干劲,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中国式

现代化山西实践.

　　唐登杰还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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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统筹抓好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工作及自

身建设,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各级

人大代表要植根群众建言献策,立足岗位建功立

业,当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干事创业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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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为做好人大工作

提供坚强保证.

　　大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担当尽

责,凝心聚力,奋发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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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公　告

(第三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７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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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

代表大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代表大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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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宪法和法律规

定行使职权.

第三条　代表大会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

建议,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第四条　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

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

表)应当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发挥代

表作用.

第二章　会议的举行

第六条　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一

般于每年第一季度举行.会议召开的日期由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决

定并予以公布.

遇有特殊情况,常务委员会可以决定提前或者推

迟召开会议.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的日期不能在

当次会议上决定的,常务委员会可以另行决定,或者

授权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经过五分之一以上

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代表大会会议.

第七条　代表大会会议由常务委员会召集.

每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本届代表选举完成后

的两个月内,由上届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八条　代表大会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

表出席,始得举行.

代表应当出席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因健康等

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会前应当书面向常务委

员会请假;会议期间应当书面向代表团请假,并由

代表团书面报大会秘书处批准.

大会秘书处应当向主席团报告代表出席会议

的情况和缺席的原因.

第九条　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常务委员会应

当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一)提出会议议程草案;

(二)提出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三)决定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或者范围;

(四)确认新当选代表的代表资格;

(五)提出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六)会议的其他准备工作.

第十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应当合理安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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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议程和日程,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第十一条　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常

务委员会应当公布开会的日期和建议议程,并通知

代表.

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应当征求代表对拟提请会议审议的工

作报告稿的意见,并在会议举行前将工作报告印发

代表.

临时召开的代表大会会议,不适用本条第一

款、第二款规定.

第十二条　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代表按照选

举单位组成代表团.代表团全体会议推选团长、副

团长.

团长召集代表团全体会议,主持和处理本代表

团的工作.副团长协助团长工作.

代表团可以分设若干代表小组.代表小组会

议推选小组召集人.小组召集人主持代表小组会

议,按照会议日程安排,组织代表进行审议和讨论.

代表团采用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议的方式审

议议案和报告.

第十三条　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召开预备会

议.预备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常务委员会主持.

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会议议程

和关于会议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提请预备会议的事项,应当先提交各代表团审

议.根据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常务委员会主任会

议可以对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以及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提出调整意见,提请预备

会议审议.

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实行等额选

举.选举采用无记名按电子表决器方式;表决器系

统无法使用的,采用举手方式.

根据需要,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设立议案审查

委员会.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

成,人选由常务委员会在代表中提名,提请预备会

议通过.

第十四条　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成员在代表

中产生.

除每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外,省人民政府组

成人员,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

检察院的负责人不担任主席团成员职务.

第十五条　主席团的主要职责是:

(一)主持代表大会会议;

(二)领导代表大会各委员会的工作;

(三)向会议提出议案和决议、决定草案;

(四)组织审议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和有关

报告;

(五)依法确定由会议选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组成人员的正式

候选人名单;

(六)提出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组织选举和宪法

宣誓;

(七)决定议案、罢免案、质询案的审议程序和

处理意见;

(八)发布公告;

(九)其他应当由主席团处理的事项.

第十六条　主席团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主席

团成员出席,始得举行.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本

次会议的秘书长召集并主持,推选常务主席若干

人,推选若干主席团成员分别担任每次全体会议的

执行主席,并决定下列事项:

(一)会议日程;

(二)副秘书长的人选;

(三)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

(四)需要由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的其他

事项.

第十七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

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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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主席会议处理下列事项:

(一)对属于主席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向主席

团提出建议,并对会议日程作必要调整;

(二)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对

各项议案和其他事项的审议意见,或者就有关议案

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还可以就重大问题召集代表

团推选的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建议向

主席团报告;

(三)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召开全体会议就议案

和有关报告进行大会发言;

(四)根据主席团的授权,处理主席团职权范围

内的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非经主席团或者常务主席会议决

定,会议日程不得变更.

第十九条　代表大会会议设立秘书处,秘书处

由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若干人组成.

秘书处在秘书长领导下,办理主席团交付的事

项,处理会议的日常事务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

长工作.秘书处可以设立若干工作机构.

第二十条　代表大会会议公开举行,会议议

程、日程和会议情况予以公开.

全体会议设旁听席,旁听人员名单由常务委员

会主任会议确定.

第二十一条　根据需要,代表大会会议可以举

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会.秘书处和代表团可以设立

发言人.

代表大会会议应当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等媒体进行公开报道.

第二十二条　代表大会会议应当推广和运用

信息技术,提高会议的信息化水平,为代表履职提

供便利和服务.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二十三条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

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代表

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

议程.

第二十四条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代表

大会提出属于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提出

和处理的具体办法,依照有关法律和«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应

当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的说明及相关资料.

第二十六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由主席团

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可以并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

或者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并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决

定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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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有关方面的代表列席会议并发表意见.

第二十八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

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

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九条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对列入

会议议程的议案或者准备交付大会表决的决议草

案提出书面修正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提交代表团

审议和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第三十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认

为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

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在本次

会议闭会后审议决定,并报下次会议备案,或者提

请下次会议审议.

第三十一条　法规案的提出和审议,依照«山

西省地方立法条例»执行.

第四章　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

第三十二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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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应

当分别向会议提出工作报告.经各代表团审议后,

会议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根据需要,提出工作报告的机关应当向会议提

供相关资料.

第三十三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三十日前,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本省上一年度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本年度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

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

审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

查时,应当邀请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

工作机构和有关方面的代表列席会议并发表意见,

并由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初步审

查意见,交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研究处理.

第三十四条　代表大会审议工作报告时,提出

报告的机关应当派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

对工作报告中重要和专门性的问题,大会可以

组织代表中的有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专

题审议.

大会可以结合审议工作报告,组织代表进行

视察.

第三十五条　受主席团委托,大会秘书处可以

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和专题审议的情况,提出

关于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经主席团会议通

过后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并提请大会全体会议

表决.

第三十六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省人民政

府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及上一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本年

度财政预算及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草案、财政预算

收支表草案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表一并印发会议,

提交各代表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进行审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各代表

团的审查意见,对前款规定的事项进行审查,向主

席团提出审查结果的报告,经主席团会议通过后印

发代表.

受主席团委托,大会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的审

查意见和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

结果,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决议草

案、关于财政预算决议草案,经主席团会议通过后

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并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三十七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

预算经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作部分

调整的,省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常务委员

会审查、批准.

第三十八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审查、批准和调整,参照

本章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选举、罢免和辞职

第三十九条　代表大会会议的选举办法,由主

席团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

通过.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省

长、副省长的人选,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主席团

或者代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提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政党、各人

民团体或者代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推荐.

第四十一条　提名人、推荐候选人的主体应当

书面向会议介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并对代表提出

的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主席团应当将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和提名或者

推荐理由印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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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代表大会会议选举省级国家机

关领导人员,依法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

人人数符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

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人

数超过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将全部候

选人名单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并公布

结果,根据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

规定的差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如果提名的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省长,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第四十三条　代表大会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和换届选举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提

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第四十四条　代表大会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和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获得全体代表过

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

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

票数相等的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

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应当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另行

选举.另行选举时,可以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

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也可以依照本规则规定的

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人.经代表大会决定,不

足名额的另行选举可以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也可以

在下次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副省长时,依照法定差额数进行差

额选举.

第四十五条　代表大会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省监

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时,候选人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也可

以与应选人数相等.

第四十六条　代表大会举行投票选举前,主席

团应当组织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省长、副省

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正式候选人,在全体会议上与

代表见面.

第四十七条　代表大会会议进行选举时,采用

无记名投票方式.

选举时设秘密写票处.

选举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

应当公布.

第四十八条　代表大会选举或者通过的省级

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应当进

行宪法宣誓.

第四十九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主席团、

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

对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交各代表团审议

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主席团提议,经

大会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代表大会

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

对本省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由

主席团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并提供有关材料.

罢免案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前,被要求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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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席团会

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

主席团决定印发会议.

第五十条　在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出辞职的,由主席团将其辞职请求交

各代表团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决定;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提出辞职的,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将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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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请求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接

受辞职的,应当报代表大会备案.

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依法免去由

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职务的决定,应

当报代表大会备案.

第五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职务相应撤销.

代表辞去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所担任的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职务相

应终止.

代表职务被罢免或者终止的,由主席团或者常

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第五十二条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罢

免和辞职,经代表大会通过后,应当报经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代表大会罢免由本省选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决议,应当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第五十三条　各代表团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

时,代表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机关

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

询问.

主席团和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

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

出的询问,并可以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第五十四条　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

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

作部门、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

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 对 象、质 询 的 问 题 和

内容.

第五十五条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

询机关在主席团会议、全体会议、代表团会议或者

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

关书面答复.

质询案在主席团会议、代表团会议或者专门委

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出质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

议,发表意见.在代表团会议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

上答复的,有关代表团或者专门委员会应当将答复

质询案的情况向主席团报告.主席团认为必要时,

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

人到会答复;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

责人签署,由主席团决定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出质

询案的代表.

第五十六条　提出质询案的代表三分之二以

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重新答复的要求,由

主席团交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提出质询案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对再次答复

仍不满意的,经主席团决定,在代表大会闭会两个

月内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或者有关专

门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答复;提出质询案的代表有权

列席会议并发表意见.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

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向常

务委员会报告.根据答复的情况和代表的意见,常

务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作出决定.

第五十七条　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对受质询机

关的答复发表意见时,提出的问题应当与原质询的

问题有关;如果提出的问题与原质询的问题无关,

应当提出新的质询案.

第五十八条　在受质询机关答复前,提案人要

求撤回质询案的,质询即行终止.

第七章　发言、表决和公布

第五十九条　主席团认为必要时,可以召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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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代表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应当在会

前向大会秘书处报名;临时要求发言的,应当经大

会执行主席同意.

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就同一议

题发言两次,每次不超过十分钟;经大会执行主席

同意,可以适当延长发言时间.

第六十条　主席团成员或者列席主席团会议

的代表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就同一议

题发言两次,每次不超过十分钟;经主持人同意,可

以适当延长发言时间.

第六十一条　代表在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

发言,经本人同意,由大会秘书处通过简报印发

代表.

第六十二条　全体会议进行表决和选举时,代

表不进行大会发言.

第六十三条　列入会议议程并需要表决的议

案和决议、决定草案,在进行表决的全体会议召开

前,应当经过充分审议.

代表在审议中对议案和决议、决定草案有重要

不同意见,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对议案和

决议、决定草案提出不同意见时,经主席团决定,可

以就议案和决议、决定草案中的部分条款、内容分

别交付大会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或者由大会全体会

议就该议案和决议、决定草案是否交付本次会议表

决的问题进行表决.

大会全体会议对议案和决议、决定草案进行表

决时,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六十四条　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全体会

议进行表决采用无记名按电子表决器方式,表决器

系统无法使用的,采用举手方式.

第六十五条　预备会议、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主席团会议的决定,以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过半

数通过.

第六十六条　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会议上未

获得批准的,提出该报告的机关应当进行整改,并

将整改情况报告下次代表大会会议,或者根据代表

大会的授权,报告常务委员会会议;整改情况的报

告在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仍未获

得批准的,提出该报告的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

辞职.

第六十七条　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和决议、决

定,发布的公告,以及关于法规草案的说明、审议结

果的报告等,应当及时在省主要新闻媒体、常务委

员会公报和山西人大网刊载.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八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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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议事规则(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李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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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改的背景和必要性

常委会议事规则是规范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

和议事程序的基础性法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会议

事规则)于２０００年制定,２００７年修正,颁布施行以

来,对保障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１６年来,常委会会议运行发生了很多

变化,特别是随着宪法、地方组织法等的修改,现行

议事规则的一些规定存在不衔接、不具体等问题.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需要对省人大常委会议

事规则及时进行修改.

首先,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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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央及省委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党中

央首次召开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深刻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就新时代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作出重大部署.去年４ 月,省委召开人大工作会

议,对做好新时代我省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省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必须体现中央及省委新部

署新要求.

其次,这是健全完善省人大常委会议事程序、

保障其依法行使职权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宪法和

选举法、代表法、监察法、预算法等相继修改或颁布

实施,特别是去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对地

方组织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作了修改.

随着这些上位法和有关法律的修改,省人大常委会

议事规则也需进行相应修订,细化完善相关内容.

第三,这是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客观要求.近年来,省人大常委

会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通过优化会议的组织

筹备、议题安排、会议形式等,不断提高会议效率,

在开展专题询问、提高会议信息化水平、完善表决

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总结实践经验,把

一些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创新成果固定下

来,对于进一步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和效率,推动

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非常必要.

二、主要修改原则和工作过程

本次修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和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中央及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适应新

形势新要求,健全常委会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保

障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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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工作遵循的原则: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

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

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人大工作的首要政治原

则,通过完善省人大常委会议事制度,保证中央及

省委的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

效执行.二是坚持系统观念,根据新修改的地方组

织法等有关法律,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

主要内容和立法精神,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

变化,修改完善相关规定.同时做好与本省有关法

规的衔接,根据实践发展确有必要修改的,与时俱

进地加以修改完善.三是总结提炼省人大常委会

工作实践成果,特别是总结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常委

会会议组织的经验,学习借鉴全国人大、兄弟省市

人大好的做法,全面提升常委会会议质量和效率.

按照年度立法计划和常委会工作安排,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研究室开展了常委会议事规则

的修改工作.一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

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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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以及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有关上位法,学

习借鉴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修改原则和相

关内容,统一思想、明确思路.二是广泛了解情况,

收集资料.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了解全国各省市

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改情况,收集其他省级人大

常委会有关资料作为借鉴参考,编印修订参阅资

料.三是成立修订工作领导组,常委会秘书长郭海

刚任组长,全面负责常委会议事规则修订工作.召

开立法启动会,明确工作原则和修订重点.工作专

班数次召开会议集体讨论,对各项条款逐条研究,

梳理需要修改和完善的相关内容,形成修订草案初

稿.四是广泛征求意见,先后书面征求了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各机构、省“一府一委两院”以及各设区的

市人大常委会的意见.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对

修订草案进一步修改完善.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坚持党的领导,充实“总则”内容

一是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

和党的创新理论新发展,明确坚持党的领导的指导

思想,在总则中明确规定:常务委员会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举行会议、

开展工作.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增加规定:常务委员会坚

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

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

民权益.三是根据常委会会议的特点和要求,增加

规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应当合理安排会议会

期、议程和日程,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二)优化会议安排,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有关会议组织安排方面的规定是常委会议事

规则的重要内容,随着实践发展,需要对此作出完

善.一是对会议准备工作作出规范,明确有特殊需

要时,可以临时召集会议,明确常委会会议的召开

日期由主任会议决定,明确相关材料提前报送时

限,议案提交常委会的时限.二是进一步明确列席

会议的人员范围,同时规定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

调整列席会议的人员范围.三是为提高会议效率,

根据实际做法增加规定:常委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

议案的说明,内容相关联的议案可以合并说明.四

是进一步规范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对分组会议召

集人、分组名单、联组会议主持人等相关内容作出

规定.五是进一步规范会议发言,明确常委会组成

人员在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和分组会议上发言,应

当围绕会议确定的议题进行.在分组会议上的发

言,应当围绕审议内容,不作与审议内容无关的发

言,确保审议质量.同时对发言时长作出相应规

定.六是为推动会议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增加规

定:常务委员会会议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会议

文件资料电子化,采用网络视频等方式为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履职提供便利和服务.七

—５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１　



是规范会议简报,明确编印简报的程序和要求.八

是明确常委会会议公开举行.常委会会议会期、议

程、日程和会议情况予以公开.

(三)总结实践经验,完善各项议事程序

一是增加关于议程调整的规定,明确常委会举

行会议期间,需要调整议程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

全体会议同意.二是规范听取报告的范围和报告

人,明确常委会听取“一府一委两院”的专项工作报

告,定期听取其他专项报告,并对报告人作出具体规

定.三是完善询问和质询制度,增加关于开展专题

询问的有关规定,明确专题询问的议题、形式、意见

的研究处理等,明确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有

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四

是明确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常委会工

作机构、办事机构起草议案草案,并向常委会会议作

说明.五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省人大常委会机构

设置及其职责分工,规定提请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纲要、计划、预算的调整方案和决算的议

案,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也可以同时交其他有关

专门委员会审查或者送交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

征求意见,并明确相应的审查程序.六是完善了对

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时提出意见的处理程序,明确

有关机关应当在三个月内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常委会

提出书面报告,明确“一府一委两院”将常委会关于

工作报告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常委会报告.七是完

善表决方式,明确任免案、撤职案可以合并表决,明

确常委会会议表决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表决

器系统故障时采用举手或其他方式表决.

(四)严明会风会纪,适应时代特点和要求

一是进一步严肃会议纪律,明确常委会组成人

员应当勤勉尽责,按时出席常委会会议,认真审议

各项议案和报告,严格遵守会议纪律.二是进一步

规范请假程序,明确常委会组成人员因病或者其他

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在会议举行前通过

常委会办公厅向常委会主任或者主持日常工作的

副主任书面请假.三是严肃会议表决,明确出席会

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参加表决”“应当按表决

器”.

(五)体现机构改革成果,贯彻落实上位法规定

根据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地

方组织法、监察法等法律的规定,参照全国人大常

委会议事规则,增加省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应当列

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可以作出有关报告、接受专

题询问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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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

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孙剑纲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７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进行了初审.会

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常委会办公

厅,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认真

研究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修订草案印发省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省直有

关单位,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省

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和立法研究咨询基地

征求意见,通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赴湖北省学习借鉴兄弟省立法经验;赴长治、晋城

开展调研,听取基层人大常委会及部分人大代表的

意见;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论证.根据各

方面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对修订草案反复进行修

改.８月２８日,法工委召开全体会议逐条研究修

订草案,８月３１日,法制委召开全体会议进行统一

审议.９月１１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将修订草

案修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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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章６０条.修改时,根据

组成人员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修改建议,增加２

条,删除１章７条,整合４条为２条,分解１条为２

条,现修订草案共７章５４条.

二、主要修改情况

(一)关于会前调查研究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会前开展

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是提高常

委会会议审议质量和效率的基础性工作,建议增加

这方面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在修

订草案中增加第十条规定,即:“常务委员会举行会

议前,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围绕会议拟审议的

主要事项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的意

见,做好审议发言准备.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

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应当

围绕拟审议的议案和报告,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了

解情况,征求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关方面和社

会公众的意见,为审议、审查做好准备.”

(二)关于公民旁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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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为了贯彻

和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建议增加公民

旁听常委会会议的规定,让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国

家权力机关的运行方式和依法行使职权的情况.

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在修订草案第十三条

规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经主任会议同意,可

以邀请有关方面的人士旁听会议.”

(三)关于特定问题调查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特定问题调查是

国家权力机关为了正确行使职权,就某一专门问题

所进行的一种调查活动,是省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

权的一种非常措施,监督法和我省监督法实施办法

已经对特定问题调查的基本程序作了详细规定,建

议修订草案不再作重复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过认

真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

此外,根据常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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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表述、条文顺序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后的修订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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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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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９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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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施行近２０年来,对

于规范和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职权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规则存在与

现行法律不够衔接、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等问题,

进行修订十分必要.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会同常委会办公厅,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对修订草案进行认真研究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

修订草案印发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各机构,省直有关单位,设区的市、部分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

点和立法研究咨询基地,线上代表履职学习班征求

意见,并通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赴

福建省、湖南省学习借鉴兄弟省立法经验;赴吕梁

市开展调研,听取基层人大常委会及部分人大代表

的意见.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对修订草

案反复进行修改.１０月３０日,法工委召开全体会

议逐条研究修订草案.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召开全

体会议进行统一审议.１１月１７日,经主任会议研

究,决定将修订草案修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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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章７４条.修改时,根据

组成人员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修改建议,删除１

章,删除６条,现修订草案共８章６８条.

修改时,我们把握了以下原则:一是充分尊重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针对组成人员的审议和

论证意见,能采纳吸收的,尽量采纳吸收;二是依据

上位法结合我省人大自身建设方面的现状,将我省

在代表大会工作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有效做法,上升

为法规.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各项报告的会前印发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初审稿关于提前

将各项工作报告印发代表的规定,有利于代表更好

履职,但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有的报告涉及复杂

的数据统计和归集,难以提前印发,建议对提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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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期限不做规定.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

建议将修订草案初审稿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

“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应当征求代表对拟提请会议审议的工作

报告稿的意见,并在会议举行前将工作报告印发

代表.”

(二)关于主席团人数的规定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主席团负责大会召开期间的组织领导工

作.大会主席团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有利于讨论决定重大问题,保证代表大会顺利运

行,同时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主席团成员的人数

有必要根据情况和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整,而不宜

做出比例限定,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在工作层面统

筹把握.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参照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多年来工作中的实

际做法,以及兄弟省市人大的相关规定,建议将修

订草案初审稿第十四条第一款当中的主席团成员

比例规定删除,修改为:“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成员

在代表中产生.”

(三)关于常务主席会议

初审稿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常务主席会议

的职责.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建议采

取列项的形式进行表述,条款更加条理、清晰.法

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将常务主席会议的

职责分别列项表述.(现修订草案第十七条第二

款)

(四)关于第七章调查委员会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特定问题调查委

员会一章的内容,地方组织法等上位法已经对此作

了明确规定.目前现行的议事规则也是重复上位

法,建议参考兄弟省市的规定,删除该章内容,不再

重复赘述.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采纳了这一意

见,删除初审稿第七章“调查委员会”.

此外,根据常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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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表述、条文顺序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后的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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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３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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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省人大常委会的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

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的背景和重大意义

(一)修订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是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加强人大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强化政治

机关意识,加强人大自身建设.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１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全国人大

议事规则)进行了修改.参照全国人大议事规则,

结合省人大工作实际,对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进行修订,有利于进一步加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的政治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

(二)修订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是巩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

的重要举措.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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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同时,将开展主题教育同推动提

升人大工作质效结合起来,及时修订省人民代表大

会议事规则,用法规制度巩固主题教育学习成果、

提升履职效能,把主题教育实效转化为做好新时代

人大工作的实际行动.

(三)修订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是坚持全

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凝聚全省人民共识的重要举

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

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修订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

则,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相关要求融入代表履职的

各方面各环节,有利于更好地保证全省人民通过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国家权力,更加有效地实现人

民当家作主.

(四)修订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是深入总

结实践经验、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重要举措.党

的十八大以来,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深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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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不

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探索创新,在加强和改

进人大工作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修订省人民代

表大会议事规则,把近年来一些成熟的、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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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规制度固定下来,确保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二、工作过程

２０２３年初,省人大常委会按照省委的决策部

署,将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工作列入年

度计划.常委会党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作出安排

部署,成立工作专班起草修订草案,及时将修改后

的修订草案印发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各机构,省直有关单位,１１个设区的市、

３３个县(市、区)人大常委会,１３个省人大常委会基

层立法联系点和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征求意见,并两

次在线上代表履职学习班征求全体省人大代表的

意见,通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上

述意见和建议,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充分吸收

采纳.

修订草案经过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和

第六次两次会议审议和修改,目前已经基本成熟,

经省委同意,决定提请本次代表大会会议进行

审议.

三、主要内容

修订草案共六十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完善履职原则,把牢政治方向.修订草案

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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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为省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的根本政治原则.

(二)严格会议制度,明确会议要求.一是完善

会议召开日期的决定方式.对特殊情况下适当提

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作出具体规定.二是严格会

议请假制度和会议纪律.三是强化会议公开制度.

增加规定: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会、设立新闻

发言人,通过媒体进行公开报道;会议通过法规和

决议、决定,发布的公告,以及关于法规草案的说

明、审议结果的报告等,应当及时在省主要新闻媒

体、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山西人大网刊载.

(三)完善和优化会议组织方式,提高议事质量

和效率.一是增加规定: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应当合

理安排会期、议程和日程.二是增加规定:代表大

会会议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履职提供便利和

服务.三是对大会全体会议发言的申请程序进行

适当简化.四是对表决方式作出集中规定,不再由

每次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专门作出决定.

(四)结合我省实际,规范审议审查程序.一是

结合有关法规,对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的提出、审

查、处理进行了具体规定,进一步规范议案的审议

程序.二是进一步完善计划和预算的初步审查、提

出、审查、表决和调整程序,补充了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审查、批准和

调整的程序.

(五)总结实践经验,健全组织人事相关内容.

选举、辞职、罢免和补选是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组

织人事方面的重要职权.为进一步与有关法律、法

规相衔接,对以下方面进行了完善:一是增加关于

监察委员会的相关内容,对监察委员会主任的选

举、辞职、罢免、补选相关程序作了规定.二是增加

宪法宣誓的内容.明确代表大会选举或者通过的

省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应

当进行宪法宣誓.

修订草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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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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席团:

１月２４日上午,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代表

们以及列席人员一致认为,修订草案是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全

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的

重要举措,对进一步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修订草案先后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和第六次两次会议审议,并报经省委同意,已经基

本成熟,建议本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同时,在审

议中个别代表还对修订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会后,大会法规组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今

天上午,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进行了统一审

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修订草案第十三条第四款和第六十

四条

修订草案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预备会议选

举主席团和秘书长,实行等额选举.选举采用无记

名按电子表决器方式;表决器系统无法使用的,采

用举手方式.”第六十四条规定:“预备会议、主席团

会议、全体会议进行表决,采用无记名按电子表决

器方式;表决器系统无法使用的,采用举手方式.”

审议时,有的代表认为两条规定内容表述存在

重复,建议合并.法制委员会对这一意见进行了认

真研究,考虑到修订草案第十三条第四款是对预备

会议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的选举方式所作的规定,

而第六十四条主要针对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全

体会议表决时,如果遇到电子表决器发生故障如何

处理所作的规定.两条规定的内容和调整对象不

一样,因此,法制委员会建议维持第十三条第四款

现有表述为宜.同时为消除歧义,建议将第六十四

条修改为:“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全体会议进行

表决采用无记名按电子表决器方式,表决器系统无

法使用的,采用举手方式.”(即现草案第六十四条)

二、关于修订草案第十五条第五项

该项对主席团确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

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组成人员的正式候选人名

单作了规定.

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依据宪法第三章、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四章有关标题名称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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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建议将修订草案第十五条第五项中及其他条款

中的“国家机关”表述修改为“国家机构”.法制委

员会对该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虑到修订草案的

直接上位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而地方组织法

均采用“国家机关”的表述,其他兄弟省市此类法规

的相关表述均为“国家机关”,因此,法制委员会建

议维持现有规定的表述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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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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政府省长金湘军所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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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工作安排,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政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着力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在践

行领袖嘱托、担当重大使命上展现新作为,统筹扩

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

持社会稳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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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团结奋斗、锐意进取,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为扎实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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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３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省长　金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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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工作回顾

刚刚过去的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本届政府依法履职的第一年.

５月１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山西,对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山西的关怀关爱,极大地鼓舞

着三晋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征程上激情

满怀奋勇前进.我们牢记领袖嘱托,在省委坚强领

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迎难而上,奋力攻坚,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

转段,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方位转型不断深化,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

实步伐!

———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初步核算,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２５７万亿元,增长５％.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８１％,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９％.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５％.重点监测景区

接待人数、门票收入分别增长１６倍、２２倍,恢复

到疫情前水平.我省经济在固本培元中加快恢复,

稳定了市场预期,提振了经营主体信心!

———能源保障坚实有力.践行“国之大者”,煤

炭产量在连续两年每年增产１亿多吨的基础上,再

增产５７４３万吨,达到 １３７８ 亿吨.规上发电量

４３７６亿千瓦时,其中外送电量１５７６亿千瓦时.非

常规天然气产量１４５９亿立方米.有力支撑了我

省经济稳定增长,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彰显了山

西担当!

———粮食 生 产 再 创 新 高.粮 食 播 种 面 积

４７４１４万亩,总产量２９５６亿斤,平均亩产６２３５

斤,总 产、单 产 均 创 历 史 新 高.肉 蛋 奶 总 产 量

４２８２万吨,水果、蔬菜产量分别达到１０９３２万

吨、１０６５９万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稳定、供

给充足,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更加

丰富!

———改革创新突破前行.转型发展１６５项重

点任务和５０项重点突破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山西

电力现货市场在全国率先转入正式运行.山西农

商联合银行挂牌开业.全国首单公正转型贷款落

地我省.创设三晋贷款码融资服务平台.在全国

率先推出“惠商保”.成功举办第七届太原能源低

碳发展论坛,李强总理发来贺信.举办世界５０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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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山西行活动.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山西之

夜”精彩亮相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和上海进博会.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新年会在我省举办.怀

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全面入轨运行.高速飞车项

目完成国内首次全尺寸超导航行试验.“晋创谷

太原”揭牌运营.今日之山西,改革开放持续深化,

创新动力持续增强!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国家下达的约束性

指标任务全部完成.PM２５平均浓度下降至３７微

克/立方米,改善幅度排全国第２位.地表水国考

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９３６％.连续两年在党中

央国务院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评为优秀.

营造林４５６７万亩,人工造林规模连续３年排全国

第１位.３０余种植物、１７种鸟类有了新分布新记

录,华北豹数量全国最多.断流近３０年的晋祠泉

实现出流.交城县等３个县入选中国最美县域,偏

关县老牛湾村等８个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三晋大地天蓝水绿、空气清新,环境更宜人!

———民生 福 祉 持 续 提 升.城 镇 新 增 就 业

４８９３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３２９７万人.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４１３２７元、１７６７７元.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连续６年在国家考核中

获评 A级.县级综合医院全部达到二甲水平,住

院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８７％,排全国第５位.

执行集采药品７８６种,排全国第１位.我省获批全

国唯一的健康乡村建设试点省.不动产“房证同

交”“地证同交”“带押过户”常态化开展.高速公路

限速值调整得到社会好评.举办第十六届省运会,

项目设置、参赛人数均为历届之最.我省运动健儿

在杭州亚运会上勇创佳绩.有效应对海河流域历

史罕见极端强降雨,９７个县(市、区)启动防汛应急

响应,紧急转移避险４９３万人;果断处置低温雨雪

冰冻造成的垣曲县停电险情,守护了父老乡亲的生

命财产安全.省政府承诺的１２件民生实事和１７

项民生政策提标扩面全部兑现,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过去一年,按照省委决策部署,在把握大局大

势中找准定位,在抢抓战略机遇中奋发作为,在推

动转型发展中保持定力,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加大升级再造力度,壮大转型发展支撑.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产业链“链长制”,梯度

培育特色专业镇,首批省级１０大重点产业链、１０

大重点专业镇营业收入增速均保持在２０％以上,

新增６条省级重点产业链和８个省级重点专业镇.

在产钢铁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全面关停

４３米焦炉,焦化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达到９６６％.

晶科能源、中电科碳化硅二期、泰山玻纤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大力发展通航产业,成功

举办太原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累计建成５G 基

站９３万个,提前两年完成“十四五”建设任务.获

批１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数据中心

标准机架超过９１万架.确定１０家省级数字化转

型促进中心,认定５家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区.深

入实施服务业提质增效十大行动.太原市入选国

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创建太原钟楼步

行街等４家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忻州古城等１５

家省级文旅康养示范区.举办旅发大会、康养大

会、文博会.加快质量强省建设,打造区域公用品

牌,推出７９个“山西精品”产品和服务.

(二)加大试点攻坚力度,扩大能源革命成果.

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全力

打造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形成５７项典

型案例和经验做法.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１１８座、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１４９１处.有序开展源网荷储一

体化,完成煤电机组“三改联动”２５０３万千瓦,风光

发电装机４９８９万千瓦,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

比达到４５８％.４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完成核准.

认定１０家煤基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太原理工

大学能源互联网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获科技部批复.

我省清洁碳研究院研发的世界首套电解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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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碳纳米管装备,实现工业化示范生产.能源领

域质量标准体系加快建设.

(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出台推动经济回升向好４０条政策措施.争取中央

补助资金２６１１亿元,发行新增政府专项债券６０３

亿元,申报万亿国债支持领域项目１１５９个.新增

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过４００亿元.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３５２１亿元,增长４０２％,惠及企业

４７万户.涉农贷款余额１４万亿元,增长１３９％.

开展经营主体提升年活动,经营主体数量达到

４３０４万户,增长８２％,新增“四上”企业３６９３户.

省属企业提质增效、扭亏减亏三年行动深入推进,

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排全国前列.推

动出台我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制定激活民间

投资３０条、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２３条等政策措

施,建立涉企政策“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三册一

站”精准入企服务,“转供电查询”治理涉企违规收

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４００个.实行“四全工作

法”,每季度开展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省级重点

工程项目完成投资３５２１９亿元.出台恢复和扩大

消费３２条政策措施,开展“晋情消费全晋乐购”、

“东方甄选”山西行等促消费活动,新能源汽车、可

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分别增长５３６％、４４５％.

出台扩大对外开放“１＋N”政策体系,大同、运城航

空口岸正式开放,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８０６％,

实际使用外资增长５５４％.

(四)加大一体推进力度,提速创新驱动发展.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重组获批２家全国重点

实验室,建设４家省实验室,新认定２２家新型研发

机构,布局建设一批中试基地.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４１５５家,专精特新企业达到２３９２家.实施科技重

大专项２０个,１５项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发明专利

有效量２９万件,增长２４９％.技术合同成交总

额５９３９亿元.在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１２

家单位开展科研经费“包干制”试点.实施科技金

融专项１７０项,举办银企对接会３０场.启动实施

高等教育“百亿工程”,支持高校“双一流”建设、高

端人才引育和科技创新.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

生院挂牌成立,山西电子科技学院获批设立.推进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和职业教育“双高计划”建设,

建成５６个产业学院.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１名,

柔性引进４２２７名高层次专家人才,新增１５个博士

后流动站和工作站,举办首届博士后创新大赛,高

水平人才加快集聚.

(五)加大贯通融合力度,拓展城乡发展空间.

编制完成省市县三级国土空间规划.全面落实中

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６４项年度重点任务,推动中

部五市１００项高频事项跨市通办,医保服务实现一

体化.城市体检工作实现设区城市全覆盖,开工改

造老旧小区１９４８个,完成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

改造１１１２公里,新增城市绿地８４０８万平方米、

“口袋公园”２７８个、绿廊绿道２９５７公里.长治、

晋城在国家海绵城市建设年度绩效评价中获评 A

档.新申报泽州县等３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新

创建曲沃县等４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１９个

乡镇被认定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阳城县皇城村、

宁武县宁化村、永和县乾坤湾乡等６村３镇入选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芮城县庄上村被授予首个

“中国零碳村镇示范村”称号.村级集体经济进一

步发展壮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人

口人均纯收入达１４３３９元,与全省农民收入差距进

一步缩小.

(六)加大公共服务力度,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全省财政支出近八成用于民生.公益性零工市场

实现县县全覆盖.新建改扩建１００所公办幼儿园,

新建改造５００所寄宿制学校.加快健康山西建设,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达到８９元,职工

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平稳推进,太原市中心医院

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基层中医馆建设实现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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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公共文化设施全部实现免费或优惠开放.全

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

活就业人员社保精准扩面,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人均财政补助增加到６４０元.加强低收入人口

常态化救助帮扶.超额完成保交楼年度任务.全

力加强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全省安全生产形

势总体稳定向好.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严厉打击

各领域违法犯罪活动,高水平平安山西加快建设.

(七)加大依法履职力度,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强化理论武装,围绕能源革命、

乡村振兴、高水平开放、环境治理、就业增收等内

容,开展典型案例解剖式调研,专项整治取得明显

成效,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

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严格执行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决议决定,办理省人大代表建议６９９件、

省政协提案８７２件.提请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１１

件,出台政府规章６部,清理涉及优化营商环境政

府规章１２部、文件１７３９件.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

单制度,编制省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加快

数字政府建设,电子政务外网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全

覆盖,３０６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指尖办”“掌上

办”,２０９项高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建设清廉政

府,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领域和

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惩治力度,持续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大力营造廉洁用权、干净干事氛围.省

政府工作规则对抓落实作出规定,树立狠抓落实鲜

明导向,对政府工作报告１８０项重点任务,强化

“１３７１０”跟踪督办,行政效能进一步提升.

一年来,国防动员、双拥共建、人民防空、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等工作扎实推进,工会、老龄、妇女、

儿童、青少年、残疾人、红十字等事业全面发展,民

族、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台、科普、史志、档案、气

象、地震、参事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对口援疆工作取

得新成效.

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在于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

委正确领导、省人大和省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是

全省人民团结拼搏、共同奋斗的结果.在此,我代

表省人民政府,向全省人民,向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

体,向驻晋部队、公安干警和驻晋单位,向关心和支

持山西现代化建设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致

以崇高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省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以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步伐不快,摆脱对煤炭的“两

个过多依赖”任务艰巨;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一

些行业领域投资意愿不强,民间投资有所下滑;污

染防治、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等方面问题减存量、控

增量任务还很重;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抚幼等事

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很多工作还要做;一些行业领域

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本质安全方面还有许多短

板弱项,特别是吕梁永聚煤业办公楼“１１１６”重大

火灾事故,再次敲响警钟;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能力本领、工作作风、精神状态还不适应时代要求,

一定程度影响了行政效能和营商环境,等等.我们

一定直面问题,变压力为动力,尽职尽责做好工作.

二、２０２４年工作安排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国经济回

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新发展格

局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加速释放,国家

政策工具更加精准有力、统一有效.我省转型发展

积厚成势,新动能持续壮大,煤炭主体能源地位短

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为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创造

了重要窗口期,为全省经济持续向好提供了有力支

撑.我省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

因素.只要我们深刻领会、认真践行新时代做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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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转

型发展康庄大道,抓住机遇、用好优势,只争朝夕、

坚定前行,就一定能够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

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着力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在

践行领袖嘱托、担当重大使命上展现新作为,统筹

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

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

祉,保持社会稳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

篇章.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５％左右,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争取更好结果;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１０％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５５％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５％左右;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城镇新

增就业４５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５５％左右;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３％左右.不折不扣完成国家下达

的约束性指标任务.

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对

今年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以

进促稳、先立后破,全力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一)坚持扩大需求和优化供给相结合,着力巩

固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围绕产业转型、能源革

命、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重

点领域,全生命周期抓好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加快

推进雄忻高铁建设,力争集大原高铁年底建成通

车,届时大同直达太原缩短至８４分钟,朔州直达太

原仅需５８分钟.着力推进黎霍高速公路等９个在

建项目,新开工大同南环等６个高速公路项目.实

施一批国省干线县城过境改线项目.新改建农村

公路４３００公里.新建三个一号旅游公路２３００公

里,实现全线贯通.加快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开

工建设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加快中部引黄等

１０个省级水网重大项目和县域水网配套建设.推

动交通、文旅等重点领域５G网络深度覆盖.发挥

省级技改资金撬动作用,引导企业加大新型工业化

投资力度.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等领域,实施一批省级标杆项目,推动华为矿山军

团全球总部等重大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强化政策

引导支持,加强重点项目要素保障,放大政府投资

带动效应,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落实国家和我省恢复扩

大消费系列政策,提振新能源汽车、家电、电子产品

等大宗消费,加大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力度,支持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实施晋菜晋味提升行动,开展“老字

号嘉年华”等活动,推进住宿餐饮提质升级.积极

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大

力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

等新消费增长点.加快培育城市多层级消费中心,

建设“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发展夜经济,提升

烟火气.完善县域商业流通体系,新建改造一批乡

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农村新型便民商店,推进农

村电商和寄递物流贯通发展,提升特优农产品流通

销售组织化程度.全面开展放心消费行动.

培育有特色的外贸.深入开展“千企百展”行

动,稳 定 美 日 欧 传 统 市 场,拓 展 “一 带 一 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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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市场.推动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支

持外贸龙头企业稳定拓展中间品贸易,扩大日用陶

瓷、玻璃器皿和特优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培育

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光伏等外贸增长点.申建

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创建文化、中医药、数字等

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大力提升跨境电商综试区

功能.

提升有质量的供给.加强标准引领、质量支

撑、品牌塑造,培育更多“山西精品”,促进三次产业

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统筹抓

好农林牧渔业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５％左

右.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依法合规释放煤炭

先进产能,全力稳定煤炭产量.精准调度帮扶装备

制造、钢铁、建材、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等非煤工业.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４％左右,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１２％左右.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支持发展装配

式建筑和绿色建筑,建筑业增加值增长５％左右.

大力发展养老、托育、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

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６％左右.

各位代表,经济建设是新时代中心工作.我们

要理直气壮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信心百倍攻坚发

展之难,底气十足增强奋进之势,在机遇和挑战中

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二)坚持提升传统和壮大新兴相结合,着力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做好能源

保供.围绕五大基地建设,推广绿色开采技术,新

建智能化煤矿 １５０ 座,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８３％.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年产量达到

１６０亿立方米.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５个

在建煤电项目建设,完成煤电机组“三改联动”６３０

万千瓦,加快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基地建设,积

极开发地热能、生物质能,电力总装机达到１４５亿

千瓦,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４７％.开

工建设大同—怀来特高压外送电通道.发展新型

储能,加快推进４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再核准２

个项目.开工建设２座新能源汇集站.积极推动

中煤平朔煤制烯烃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能源

互联网试点.办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坚持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推动电解铝产能

整合,钢铁先进工艺装备占比、焦炉煤气化产加工

利用率均达到６０％以上.推进钢铁、有色、焦化等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完成水泥熟料企业超低排

放改造,新创建３０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支持创建国

家级绿色园区.建设５０个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企业、２０个国家级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两化融合

发展指数达到８６５.完善财政奖补政策和财政金

融联动扶持机制,新建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等公共

服务平台６个以上,新增６个省级重点专业镇,省

级重点专业镇营业收入增长１０％以上.办好第二

届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会.

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

业布局发展.发挥串珠成链、集链成群、聚群成势

规模效应,推进上下游企业高效配合、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打造协同创新更加紧密、配套体系更加

完备、要素支撑更加有效的产业生态.梯度培育

“链主＋链核＋专精特新”企业,加快重点产业补链

延链升链建链,１６条省级重点产业链营业收入达

到７０００亿元.开展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认定,高

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消费品、废弃资源综合

利用等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分别达到１８００亿元、

１７００亿元、１４００亿元、１１００亿元.积极发展低空

经济,建设通航机场,组建发展通航机队,拓展应用

场景,推动通航全产业链发展,加快通航示范省建

设.瞄准科技前沿,挖掘优势潜力,布局发展高速

飞车、绿色氢能、量子信息、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

支持发展氢能制储运加用全产业链,加快形成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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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

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完善数据资源

管理服务体系.加快千兆城市建设,实施算力基础

强基工程、算力产业强链工程,融入全国一体化算

力体系,打造算力高地.大力发展半导体、信创等

数字核心产业,认定第二批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区

和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实施数智强晋示范

工程,推动５G和标识解析应用在实体经济中贯通

推广,建设一批产业数字化转型、民生智能化应用

标杆项目.推动智慧城市数字底座、产业链工业互

联网、医疗影像、气象数据服务等行业云平台建设.

规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和示范企业.发展壮大山西数据流量谷.建设

“数据要素×”试点.探索推进公共数据确权授权.

开展国家数据知识产权试点.数字经济规模增长

１５％左右.

加快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建设国

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集中力量打造旅游热点门

户,梯次培育“９＋１３”龙头景区,加快１０个文旅康

养集聚区和５０个示范区项目建设,推动太行锡崖

沟、云中河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进武乡全国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旅游名城名县名镇.试点推进重点景区“管委

会＋景区公司”改革.深化省文旅集团专业化改

革.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

特色晋菜、品质住宿、交通运力、“山西礼物”、精品

演艺等配套服务.促进文旅文创融合发展.健全

以游客为中心的产品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全面提

升服务质量,叫响“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办好旅

发大会、康养大会等活动.建立旅游业发展指标体

系,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民生

幸福产业.

(三)坚持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相结合,着力提

升创新驱动效能

高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

发展,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认定扶持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１００所.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

城乡一体化,新建改扩建寄宿制学校１００所,巩固

“双减”成果.加快县域普通高中标准化建设.做

好高考综合改革.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支持职业本科学校和国家“双高”学校率先发

展.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纵深推进高等教育

“百亿工程”.推动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双一

流”建设,支持中北大学、山西医科大学优势学科创

建“双一流”.做好本科院校新设工作.持续优化

学科专业结构,与转型发展相关的应用型本科专业

占比达到６５％.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规

范民办教育发展.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

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完善创新平台体系,支

持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开展国家科技攻关任务,

推动后稷实验室融入崖州湾实验室建设,建设３—

５家省实验室,优化重组省重点实验室,布局建设

２—３家省级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培育基地.实施

２０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１００项以上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规上工业企

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１１５％,新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１２００家.强化创新型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选育赋能,培育细分行业隐形冠军.聚焦重点产业

链和特色专业镇发展,组建５—１０家企业主导的高

端创新平台.落实“晋创谷”发展“１＋５”政策措施,

加快建设太原先行区.推动大同与中关村科技园

深化合作.开展新能源、现代装备制造、新材料产

业专利快速预审.弘扬科学家精神,培育创新文

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评价改革,实行

“揭榜挂帅”“赛马制”“包干制”和“里程碑制”,加快

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充分激发

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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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场!

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

建设.建设一批吸引集聚人才的平台,依托高等教

育“百亿工程”,培育引进一批国家级领军人才、创

新团队和国内外高水平大学青年博士,推动博士硕

士授权单位和科技创新平台实现新突破.建设７

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２５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培养更多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加

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建立以创新价值、能

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用心用情做好住

房就医、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服务保障,让更多优

秀人才集聚山西、扎根山西、建设山西!

(四)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相结合,着力激

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加快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

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资源高效配

置,推进矿产资源市场化配置.完善煤炭焦炭商品

交易市场,健全能源产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深度

融入国家电力市场体系建设,实现更大范围共享互

济和优化配置.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

理和服务.实施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信用分级分

类监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妨碍

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整改.

充分激发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落

实“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加快发

展.有效激发国有企业改革创新活力.围绕提高

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

化提升行动,严格落实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

管理,建设现代新国企.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

监管体制,以“一利五率”为导向实行差异化考核,

深入开展亏损企业治理、“两金”压降、法人层级压

减专项行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建设１４个

原创技术策源地.全年省属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及优势产业投资达到５００亿元,主业投资占比达到

９０％以上.有效激发民营企业投资兴业活力.全

面落实“非禁即入”,开展公平竞争问题专项清理行

动.每季度向民营企业推介产业链供应链项目、补

短板项目、完全使用者付费的特许经营项目,鼓励

民营企业以独资、控股、参股等形式参与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畅通民营企业贷债股融资渠道.

推动中小企业规范化股份制改造,加快挂牌上市.

深化治理“两不一欠”问题专项行动,创新“企业安

静期”制度,规范涉企监管执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

权益.办好世界晋商大会、第八届中国民营企业合

作大会.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民营经

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提高１个百分

点以上.有效激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业

致富活力.推广“三晋贷款码”和省级地方征信平

台应用,扩大“信易贷”融资,开展产业链、专业镇

“四个一”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探索“晋质贷”

质量融资助企服务.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为个体工

商户提供法律政策、招聘用工、创业培训等优质服

务.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桥梁纽带作用.开展经营

主体深化年活动.弘扬晋商精神,发扬企业家精

神,支持鼓励经营主体敢闯、敢投、敢担风险.

切实提升财政金融改革质效.深入推进省以

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严格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

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强化重大战略、重点任务、

重要民生资金保障.用好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的政策,强化财政金融联动.

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兜牢基层“三

保”底线.持续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等惠企政策.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加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争

创以转型金融为主体内容的绿色金融试验区.推

动地方金融机构专注主业、稳健发展,深化全省农

合机构改革,健全法人金融机构治理体系和决策机

制,更好发挥山西金控集团功能作用.深入实施企

业上市倍增计划,培育３０家以上重点上市后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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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推动地方金融组织规范发

展.完善转型综改统筹推进机制,促进财政、金融、

教育、科技、人才、生态等领域改革协调统一、同向

发力.

持续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持续推进“三化三

制”改革,加快开发区管运分离.深化“承诺制＋标

准地＋全代办”改革,推动承诺制全流程网上办理,

标准地向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扩展,完善开发区与部

门联动审批服务机制.建设开发区国际合作园区.

发挥产业基金作用,用好“政府＋链主企业＋园区”

招商模式,滚动开展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引导

各开发区依托优势发展１—２个主导产业.分类设

置考核指标,工业类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１５％.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商品和要素流

动型开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打造内陆地区对

外开放新高地.积极申建自贸试验区,建成中国

(山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高通关一体化水

平.提升综合保税区、航空口岸、国际陆港、海外仓

等平台功能,完成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扩容升级.

推动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建设,提升太重天津码头

向海发展通道功能和作用.对接落实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八项行动,增开中欧班列,开辟更多国

际航线.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强化与京津

冀联动发展,推动忻保雄绿色能源廊道建设,推进

长治与北京对口合作.加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务实合作,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深

入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黄河几字弯、晋冀蒙长

城金三角交流合作.办好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

业博览会、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常态化举

办“山西之夜”,组织参加进博会、服贸会等展会.

深化国际友城交流合作.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聚焦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目标,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面推进“综

合窗口”改革,推动自助政务服务超市覆盖所有街

道和７０％的乡镇.促进数字政府赋能增效,深入

实施政务数据治理“１２３２１”工程.全面整合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升“一网通办”效能.推广涉

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深入实施“惠企直

通车”行动,确保惠企政策应上尽上、应兑尽兑、直

达快享.运用“啄木鸟”工作机制,推行“办不成事”

反映窗口制度.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

制,构建涉企政策综合协调审查工作机制,全面清

理废除影响公平竞争的规章制度.推进跨部门综

合监管.开展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工作.构建

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加强与民营企业常态化

沟通交流,主动办实事解难题,以政府服务的暖心

筑牢企业发展的信心.

各位代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互为补充.我们一定以更大力度破除体制

机制障碍,让各类市场要素充分涌流,让经营主体

形成稳定持续的政策预期,在山西安心扎根、放心

投资、做大做强!

(五)坚持乡村振兴和城镇建设相结合,着力促

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落实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分类稳妥

开展违规占用耕地整改复耕,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耕地“非粮化”.提高高标准农田补助标

准,新增和恢复水浇地６０万亩.稳定粮食播种面

积,粮食产量达到２９７１亿斤.深入实施优质粮食

工程.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支持现代设施农业

和智慧农业发展,培育特优重点产业链和产业化龙

头企业,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区,创建国家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开展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

动,培育“有机旱作晋品”品牌.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研发推广丘陵山区中小型农机.大力推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晋中国家农高区管理运

营体制.深化二轮延包等“三块地”改革试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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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持续推动集体产权、集

体林权改革和供销社综合改革.推进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规范化整省试点.深入实施村级集体经济

壮大提质行动.建设３００个以上精品示范村、２５００

个左右提档升级村,所有村全面开展环境整治,扎

实推进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和农村改厕.完善新时

代乡村治理体系.加大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力度,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措并举促进脱贫

人口持续增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推动

转移支付、要素配置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

钩,让愿意进城落户的农民加快融入城市.扎实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１１

个试点县建设提质提效,统筹推进城乡交通、供电、

供水、供气等建设,完善全民覆盖、城乡一体、优质

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县域城乡“五个融

合”.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主导

产业,提升产业规模和发展质效.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开展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打造宜居韧性智慧

城市.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老旧管网和城市危

旧房.规范物业管理服务.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特色风貌塑造.建

设公园绿地.推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试点,开展社

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补齐地下管网短

板,加强节水和再生水利用.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

工程,完善城市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体系.构

建省市县三级运管服信息化平台,建设智慧城市.

融通联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一体化和

高质量,健全中部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发挥五市

比较优势,共拉长板提升整体效能.加大城市群生

态环境共治力度,加快道路、水网、管网等基础设施

建设,再推出一批跨市通办事项,分类推进教育、医

疗、社保、人力资源等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推动城

市群产业协同发展,促进要素向优质高效领域流

动,更好承接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转移.启动建设

潇河绿智城,打造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标杆.支持

太原率先发展,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规划建设

临空经济区,推动火工区搬迁,建设“三大工程”.

支持大同打造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建设国

家区域重点城市.支持各市加强与中部城市群协

同联动,提升晋北、晋南、晋东南城镇圈发展能级,

加快产业、要素和人口集聚,实现良性互动、竞相

发展.

(六)坚持重点攻坚和系统治理相结合,着力厚

植三晋大地生态底色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国家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以细颗粒物控制为主线,减

少排放总量,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污染协

同治理.加强汾河谷地污染治理,加快落后产能退

出、重污染企业搬迁,实施煤电行业污染深度治理,

推进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实施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落实工业源、移动源、扬尘源综合

治理措施,稳妥推进中部城市群、上党革命老区散

煤取暖替代.加大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提升力度.

全部开工“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累计完工率达到

５０％.全面开展黄河干流流经县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加强入河排污口和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推

动太榆退水渠全线水质稳定达标.实施土壤污染

源头防控行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深入

实施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全面加强固废综合治

理和新污染物治理,创建“无废城市”“无废细胞”.

全面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全面做好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大

文章,持续加强“两山七河五湖”生态修复.突出水

土保持,扎实推进吕梁山山水工程建设,实施历史

遗留废弃矿山示范工程,持续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

治理.完成营造林３００万亩,精准提升森林质量,

森林覆盖率提高０５个百分点.创建太行山国家

公园.实行湿地分级保护管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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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扎实推进母亲河复苏和幸福河湖创建.加大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力度.加强岩溶大泉治理保护修

复,力争晋祠泉早日实现稳定复流.加快构建“三

纵九横、八河连通”的现代水网体系.

积极稳妥做好“双碳”工作.全面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１＋X”政策体系,有序实施碳达峰十大行

动.持续提升森林碳汇能力.探索开展产品碳足

迹工作.实行企业碳排放监管核算.发展绿色低

碳产业,建设低碳零碳园区.扎实推进国家气候投

融资试点和碳达峰试点建设.全面实施节约战略,

提升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水平.

健全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深入推进美丽

山西建设.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要实验区,把保护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不利于生态保护的事坚决不

做.开展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完善重点生态区、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绿色交

易中心功能,推进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

权市场化交易.坚持“四水四定”,实行最严格的水

资源管理.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和智

慧环保监管平台.加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专项

审计发现问题整改.

(七)坚持保障基本和多元供给相结合,着力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增收.更加突出就业优先

导向,发挥就业信息平台和零工市场作用,实施数

字赋能就业、创业带动就业、公益性岗位开发、就业

见习、以工代赈等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脱贫户监测户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技能人才

占从业人员的比例达到３３５％.力争省级劳务品

牌达到４０个.实行“三日清零”机制,推动拖欠农

民工工资动态清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切实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深入实施“建高地、

兜网底、提能力”强医工程,推动４个国家级和４个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错位发展,新建５个国家级和

３０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

治理,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开展１５个县

医疗集团医保基金按人头打包付费试点,推动１２

所县医院达到三级服务能力水平,实施乡村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加强重点传染病防控,完善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探索开展护工转护士试点.建

设中医药强省,深入实施百县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计划.推行一次挂号管三天、出入院一站式、一网

通支付等便民举措,提升就医获得感.

全面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推进社会保险参保

扩面.上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增加３０

元,推进城乡居民医保省级统筹.加强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低保和困难家庭保障扶持措施,提

高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孤儿、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救

助供养标准.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发展银发

经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普惠托育服务

体系.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好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文化强省建设.支持开

展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繁荣文艺创作,深

入实施“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促进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升公共文化场馆服

务效能,建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加快建设３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一批标

志性专题博物馆.深化云冈学建设.深入阐释盐

湖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推进山西文博集团重组

改革.做好文物普查.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全运

会、全国冬运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老百姓的家事,就是我们要办好的实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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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省财政安排足额资金,办好１５件民生实事.一

是为８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对执行

政府指导价的普惠托育机构进行补助,实现“一老

一幼”普惠补贴全覆盖.二是实施城乡养老和老年

助餐幸福工程,新建改造５０个城镇社区养老工程、

１００个农村区域养老中心,改造３０００个农村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对８０周岁及以上低保家庭老年

人补贴餐费.三是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服务,

召开４０００场专场招聘会,省属企业招聘１万人,招

募３０００名社区助理.四是推动就业社保服务覆盖

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在家门口做好服务保障.五是

年内石楼县、浮山县通高速公路,提前１年实现“县

县通高速”规划目标.六是开展个体工商户保险保

障工程,为８００万人稳定就业解决后顾之忧.七是

免费送戏下乡１万场.八是在产粮大县实施小麦

玉米完全成本保险财政补贴全覆盖.九是实施农

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提质增效工程.十是开展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１７００处,受益１８０万人.

十一是扶残助学圆梦６５００人,抢救性康复救助

８０００名残疾儿童,基本辅助器具适配补贴４万人.

十二是对２万名上消化道癌高风险人群开展内镜

检查.十三是完成４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十四是完成５０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任

务.十五是实施既有住宅自愿加装电梯５５０部.

各位代表,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人民群众是

我们最大的靠山,为人民谋福祉是我们最大的心

愿.我们一定把惠民生的事办实在、暖民心的事办

细致、顺民意的事办牢靠,让３５００万三晋人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

(八)坚持强力治标和长效治本相结合,着力营

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

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深刻汲取吕梁等地

事故教训,落实“严、紧、深、细、实”要求,坚持“五不

为过、五个必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减少

一般性事故.全面落实煤矿、金属非金属地下矿

山、尾矿库等各类矿山党政领导包保责任,围绕“一

件事”全链条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一矿一策”完善

安全生产措施.实行“四不两直”执法检查,深化重

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常态化动态清零.深入

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化危化品、道

路交通、建筑施工、经营性自建房、燃气、消防等行

业领域专项整治.实施科技强安,加强岗位管理和

现场管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做好地质灾害防

治、森林防火等工作.完善有效应对强降雨、低温

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预案,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实

施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广播和

物资储备体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大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力度.

毫不放松抓好风险防范化解.压实金融风险

处置责任,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测预警,大力

压减高风险金融机构,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

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加强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健全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

制.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完成年度保交楼任

务.加强在建项目预售资金监管,有序推进商品房

现房销售,大力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

毫不放松抓好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综合机

制,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信访问题源头

治理三年攻坚行动.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

设,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健全立体化信息化治安

防控体系,持续开展扫黑恶、治电诈、打盗窃、净网

络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各位代表,安全稳定事关千家万户.宁可百日

紧,不可一日松.我们一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向最难处攻坚,向最严处

发力,让发展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

三、全面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

结合地方机构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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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升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

强化政治建设.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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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胸怀“两个大局”、践行“国之大者”,坚决当

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强化法治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

府.推动科技创新、文物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等地方立法工作.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加

强合法性审查,确保内容合法、程序正当.发挥智

库作用,完善专家参与公共决策机制.构建覆盖省

市县乡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提高行政执

法人员素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实施新修订

的行政复议法.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依法接受人大

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加强

审计监督、统计监督,广泛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深

入推进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

强化效能建设.倡导真抓实干、马上就办,化

繁为简、以简驭繁,以政府效能提升推动发展提速.

围绕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推动“高效办成一件

事”重点事项落地见效,最大限度利企便民.坚持

“四下基层”,大兴调查研究,多到困难多、群众反映

多的地方蹲点解剖麻雀,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

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提高推动高

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在多重约

束下找到最优解,在多重目标中达到平衡点.

强化廉政建设.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从严治党战略

方针,纵深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高压态势,

深化整治能源、国企、金融、医药和基建工程等领域

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严惩政商勾连

的腐败.围绕审批监管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健全

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

件.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四

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新时代廉洁

文化建设,建设清廉政府.

强化作风建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抓落

实”重要要求,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用抓落实的

硬功夫坚持好新时代的硬道理.坚持“四精四账”

闭环管理,实行挂图作战,变会场为现场,做到日有

精进、月有成效、年有收获.保持攻坚克难、滚石上

山的奋进姿态,主动跨前一步,冲锋在前,担当作

为,善作善成.强化以实绩论英雄导向,发扬斗争

精神,盯住不落实的事,督促不落实的人,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

各位代表,使命呼唤担当,奋斗成就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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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团结奋斗、

锐意进取,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全方位

转型,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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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相关注释

　　１．公正转型:在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过

程中,正确处理相关社会问题,包括对就业和弱势

群体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确保公平公正.

２．惠商保:我省在全国率先以财政出资形式引

入市场化商业保险机制,为个体工商户提供的普惠

性保险保障项目.

３．晋创谷:省委省政府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高

地、塑造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载体.出台了平台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４—２０２６年),制定了科创团队

及企业入驻、科技创新、产业落地、科技金融、公共

服务等５方面政策措施,形成“１＋５”政策体系.作

为“晋创谷”先行区的“晋创谷太原”,在国科大太

原能源材料学院揭牌并投入运营.

４．３个县入选中国最美县域:交城县、沁源县、

右玉县.

５．８个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太原市清徐

县孟封镇杨房村、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石家塔村、

长治市黎城县西井镇源泉村、晋城市阳城县蟒河镇

泥河村、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运城市万荣

县荣河镇庙前村、忻州市偏关县老牛湾镇老牛湾

村、临汾市吉县屯里镇太度村.

６．新增８个省级重点专业镇:泽州铸造、阳泉

郊区耐火材料、盐湖水泵、榆次纺机液压、大同经开

区医药、襄汾晋作古典家具、云州大同黄花、陵川中

药材文旅康养.

７．４家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太原市迎泽区钟

楼步行街、运城市盐湖区岚山根运城印象步行

街、太原市晋源区太原古县城十字街、晋中市平遥

县又见平遥文化产业园区印象新街.

８．４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完成核准:２０２３年完

成垣曲二期、蒲县、绛县、盂县上社抽水蓄能电站项

目核准.

９．三册一站:一链一册、一镇一册、一企一册和

惠企直通车工作站.

１０．四全工作法:全周期发力、全要素保障、全

流程提速、全方位推动项目建设.

１１．扩大对外开放“１＋N”政策体系:“１”指省

委省政府出台的«山西省加快建设内陆地区对外开

放新高地行动计划»;“N”指系列配套政策,包括支

持大宗商品自营出口、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承

接东部地区外商制造业产业转移、国际贸易型总部

企业发展、金融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太原武宿综

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开放创

新发展、省属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措施,根

据实际需求动态完善.

１２．高等教育“百亿工程”:２０２３年至２０２５年,

省财政统筹教育、科技和人才等各类资金１００亿

元,按３:４:３比例分年度支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打造中西部高等教育新高地.

１３．新申报３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泽州县、

襄垣县、大同市云州区.

１４．新创建４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曲沃

县、怀仁市、寿阳县、长子县.

１５．６村３镇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阳

泉市郊区西南舁乡咀子上村、壶关县石坡乡南平头

坞村、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曲沃县北董乡南林交

村、万荣县高村乡闫景村、宁武县宁化镇宁化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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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村.灵丘县红石塄乡、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

镇、永和县乾坤湾乡等３个乡镇.

１６．９个在建和６个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太

原西北二环、汾石、浮临、黎霍、祁离、昔榆、临猗黄

河桥、晋阳高速改扩建、青银二广太原联络线等９

个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太旧高速改扩建、大同南环、

古方、应繁、繁五、晋城东南过境等６个新开工高速

公路项目.

１７．１０个省级水网重大项目:中部引黄、东山

供水、小浪底引黄(引水干线)、小浪底引黄(灌区、

工业及城镇生活供水)、辛安泉供水改扩建、太忻一

体化经济区滹沱河供水、阳泉市龙华口调水、万家

寨引黄南干线滹沱河连通、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

张峰水库晋城调水.

１８．跨境电商综试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我省有太原、大同、运城３个国家级跨境电商综

试区.

１９．１６条省级重点产业链:首批１０条省级重

点产业链,包括特钢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

造、风电装备、氢能、铝镁精深加工、光伏、现代医

药、第三代半导体、合成生物产业链.２０２３年新增

６条省级重点产业链,包括新型储能、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碳基新材料、信息技术融合应用、铜基新材

料、装配式建筑产业链.

２０．山西数据流量谷:２０２０年我省在转型综改

示范区启动建设以数据要素为驱动的数字经济园

区(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２０２３年“由园升谷”,

１２月２８日在太原举行启动仪式,忻州、长治、阳泉

等８个特色分园区揭牌.

２１．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在山

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开

展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

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

等三项改革试点.

２２．１４个原创技术策源地:煤炭与煤电一体

化、煤电与新能源一体化、煤炭与煤化工一体化、煤

炭绿色安全开采及清洁高效利用、新材料、高端装

备制造、智慧交通、现代物流、煤层气高效开采与利

用、清香型白酒和露酒、数字信息技术、现代种业、

低碳建筑体系与新型绿色建材、固废危废治理及生

态修复等.

２３．完全使用者付费的特许经营项目:政府采

用公开竞争方式依法选择特许经营者,约定其在一

定期限和范围内,投资建设运营有明确收费渠道和

方式、经营收入能够覆盖建设投资和运营成本的

项目.

２４．产业链、专业镇“四个一”中小微企业融资

促进行动:围绕一条重点产业链(一个重点专业

镇),遴选一批链上中小微企业,确定一家银行业金

融机构,制订一套专业化融资方案,促进企业融资

和产业链发展.

２５．政务数据治理“１２３２１”工程:建立１套政务

数据标准规范体系,编制政务数据资源和资产２套

目录,编制数据共享需求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

３张清单,整合完善基础库、主题库２类信息资源

库,构建１个功能完善的政务数据共享应用基础支

撑平台.

２６．“三块地”改革试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３０年试点、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２７．县域城乡“五个融合”:推动县域内城乡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就业、社会治理、要素流动

融合.

２８．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通过数字化手段,对

维持城市正常有序运行、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

供水、排水、燃气、热力、桥梁、管廊等重要基础设施

进行实时监测,及早发现和管控风险隐患,提高城

市安全保障能力.

２９．吕梁山山水工程:黄河重点生态区吕梁山

西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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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十四五”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项目,工程覆盖吕梁、临汾、运城３市１４

县(市、区).

３０．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气候投融资是引导

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

融资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有太

原市、长治市２个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

３１．碳达峰试点:国家发改委印发«国家碳达峰

试点建设方案»,提出在全国选择１００个城市和园

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聚焦破解绿色低碳发展面

临的瓶颈制约,探索不同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的城

市和园区碳达峰路径.我省有太原市、长治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２个碳达峰试点.

３２．４个国家级和４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４个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即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省肿

瘤医院、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太原市中心医

院.４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即大同市第五人民医

院、长治市人民医院、临汾市人民医院、运城市中心

医院.

３３．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根据困难程度将需要

救助帮扶的低收入人口分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

困难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困难人员,按照困难类型给

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基本生活救

助,以及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

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

３４．３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晋阳古城、陶寺、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３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３５．五不为过、五个必须:一是思想认识再怎么

重视也不为过,必须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之又

紧.二是工作举措再怎么强化也不为过,必须把各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抓得实之又实.三是制度执行

再怎么严格也不为过,必须把制度刚性约束树得硬

之又硬.四是督查检查再怎么细致也不为过,必须

把风险防范化解做得细之又细.五是责任链条再

怎么严密也不为过,必须把领导责任、监管责任、主

体责任、全员责任压得严之又严.

３６．四个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强调,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

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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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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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批准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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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３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审查,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

年.一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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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

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执行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

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审查批准的２０２３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踔厉奋发、奋力攻坚,坚决抓好稳增长、稳就业、

稳物价各项工作,全省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全方位转型不断深化,社会大局保

持稳定,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２０２３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２５６９８２亿元,增

长５％,两年平均增长４７％,快于全国０６个百分

点.第 一、二、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４０％、

５１％、５０％.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４６％,

固定资产投资下降６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５５％,进出口总额下降７４％,城镇新增就业人

数４８９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５３％,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４５％和８３％,居民消费

价格下降０１％.资源节约及环境质量等约束性

指标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一)聚力转型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不断集聚.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扎实推进新型工业

化,以制造业振兴升级为主攻方向,协同推进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持续壮大转型

动能.

创新引领作用显著增强.平台载体加快建设,

“晋创谷太原”揭牌运营.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

院全面入轨运行.重组获批２家全国重点实验室,

建设４家省实验室,新认定２２家新型研发机构,布

局建设一批中试基地.重大技术实现突破,实施省

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项目２０项,８英寸碳化

硅长晶炉、激光剥离、高炉富氢低碳冶炼等１５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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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性进展,高速飞车项目完成国

内首次全尺寸超导航行试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逐步强化,新增国家企业技术中心４户、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１５户.加快引育高精尖缺人

才,１１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柔性引进４２２７名

高层次专家人才,山西农大徐明岗研究员增选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填补了我省农业领域院士空白.

产业链和专业镇协同发力.深入实施产业链

链长制,出台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遴选及管理办

法,省级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分别达到１６条、

３７家.着力强链延链补链,围绕产业链“链主”招

引上下游项目１００个,总投资约１３８５亿元,已落地

项目５７个.梯次培育特色专业镇,新增云州大同

黄花、泽州铸造等８个省级重点专业镇,总数达到

１８个.举办首届山西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

会,签约项目１３５个,总投资８５０亿元.山西股权

交易中心“专业镇专板”正式投运,４４家企业挂牌

入驻.首批省级１０大重点产业链、１０大重点专业

镇营业收入均实现２０％以上增长.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新一轮企业技

术改造顺利推进,钢铁行业完成晋南、星原钢铁兼

并重组,粗钢产量减少１３１２万吨,炼钢先进工艺

装备产能占比提升至５７３％.焦化行业全面关停

４３米焦炉,加快干熄焦改造,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９６６％.有色行业加速布局再生铝镁产业,形成

１０万吨深加工生产能力.建材行业加强新型产品

研发,镀膜玻璃原片等一批新产品填补了省内空

白.化工行业完成９家化工园区认定.全省规上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８１％,快于规上工业增速３５

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２９０％,比上年提

高１９个百分点.

新兴产业持续发展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落地建设,晶科能源５６GW 垂直一体化大

基地项目开工,一道新能源１４GW 光伏电池生产

基地、新昇集成电路３００mm 硅片产能升级、中电

科碳化硅材料产业基地二期、泰山玻纤６０万吨高

性能玻璃纤维等项目加快实施.新产品产量快速

增长,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增长８０７％,光伏电

池增长２１０％,６英寸及８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等

相关重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全国前五.大力发

展通航产业,成功举办２０２３太原国际通用航空博

览会.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９％,明显快于规上工业增速.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累计建成５G 基站９３万个,提前两年完成“十四

五”建设任务.获批１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

级节点,８个已接入国家二级节点.秦淮、中联数

据中心进展顺利,全省在用、在建数据中心设计标

准机架超９１万架.数字领域标杆项目加快推进,

确定１０家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认定５家省

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区.山西数据流量谷启动,太

忻、长治等８个首批分园区揭牌.产业数智赋能持

续深化,实施首批６个数智强晋示范工程和４个新

型智慧城市数字底座示范项目,新增两化融合贯标

达标企业１００户,新认定９１户省级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企业,晋南钢铁等５个项目入选国家５G工厂

名录,太原入选国家第一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

点城市.成功举办第四届晋阳湖数字经济发展

峰会,数字经济发展交流平台影响力持续扩大.

(二)扛牢国家使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纵

深推进.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

新战略,扎实推进“五大基地”建设,形成５７项典型

案例和经验做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建

设取得积极进展.

能源保供任务坚实落地.加快煤炭产能核增,

１３座建设煤矿转入联合试运转,１９座生产煤矿完

成产能核增,全省全社会原煤产量完成１３７８亿

吨.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高,特高压通道和

５００千伏电网“西电东送”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全省

规上发电量４３７６亿千瓦时,增长４６％,其中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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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１５７６亿千瓦时,增长７７％,晋电外送省份增

至２３个.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能力持续提升,

建成６个年产量超１０亿立方米大型气田,全省规

上 非 常 规 天 然 气 产 量 １４５９ 亿 立 方 米,增

长９６％.

能源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加快煤矿智能化绿

色化建设,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１１８座、智能化采

掘工作面１４９１处,全省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超过

８０％.着力优化电力结构,稳妥推进煤电项目“上

大压小”,同热三期、华能山阴２个２×１００万千瓦

煤电项目获得核准,煤电机组“三改联动”完成

２５０３万千瓦,２个虚拟电厂试点项目完成建设.大

力推动煤炭由燃料向原料、材料、终端产品转变,焦

炉煤气、化工尾气制高纯氢能力达３万吨/年,晋南

钢铁实现１８６０立方米高炉喷吹富氢气体冶金.深

化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认定１０家煤基科技成

果转化示范基地,太原理工大学能源互联网学科创

新引智基地获国家批复,世界首套电解二氧化碳制

备碳纳米管装备实现工业化示范生产.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加快发展.加快风电光伏

项目建设,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基地项目开工.

规划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浑源、垣曲一期等项目加

快推进,蒲县、垣曲二期、盂县上社、绛县等４个项

目已核准.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１９个新型储能

项目实现并网,规模达５８１万千瓦,晋中左权５００

千伏、晋中寿阳２２０千伏新能源汇集站开工建设.

氢能、甲醇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全省新

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４５８％.成功举办

第七届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李强总理发来贺

信,充分展现我省能源革命成果.

(三)挖掘内需潜力,有效需求稳定恢复.牢牢

把握扩内需战略基点,积极应对需求不振局面,多

措并举加快释放内需潜力.

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落实“四全工作法”,

发挥项目指挥部、工作专班等机制作用,重点工程

建设提速提质提效.集大原高铁、雄忻高铁有序推

进,太原轨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实现全线轨通.

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６３３３公里,离隰高速、黎

霍高速黎城至沁源段、太原西北二环高速公路主线

按时建成,三个一号旅游公路主线全面建成,总里

程达到１０７３２公里.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运城机

场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朔州机场、芮城通用机场

正式通航运营,全省民用机场网络进一步完善.重

点引调水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小浪底引黄二期加

快建设,中部引黄水源工程正式具备供水条件,中

部引黄县域配套水网工程全面启动.省级重点工

程项目完成投资３５２１９亿元,“压舱石”作用充分

发挥.

要素保障进一步强化.拓宽项目资金来源,全

年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１１３亿元、专项债６０３亿

元、增发国债９２９亿元,投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５４７亿元.建立健全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

制,分四批推介项目４００个,总投资４９５３亿元,其

中３２个项目已成功引入民间投资.坚持土地跟着

项目走,通过先行用地、承诺制、容缺受理、增存挂

钩等政策举措强化用地保障,１１３个重大项目通过

国家单列建设用地指标审核.全面深化环评、能评

制度改革,评审环节进一步优化.

消费市场增势良好.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３２

条等系列政策措施,开展“晋情消费全晋乐购”行

动,举办汽车、家电、家居、餐饮住宿等领域促消费

活动超２００场.全省限额以上汽车类零售额增长

８２％,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５３６％,可穿

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４４５％,住宿、餐饮业营业

额分别增长２８９％、１７２％.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创建太原钟楼步行街等４家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晋城市入选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

点.有序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支持乡镇商贸中

心、集贸市场建设改造.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全省

限上网上零售额增长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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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深化文旅康养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实施

A级旅游景区倍增计划,新创建１３家４A级、１８家

３A级及以下景区,晋祠天龙山列入国家５A 级景

区预创建名单.打造６０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布

２０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推动文旅康养深度融

合,创建１５家省级文旅康养示范区,打造１０个文

旅康养集聚区.交城县等３个县入选中国最美县

城,昔阳县大寨村等８个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阳城县皇城村、宁武县宁化村、榆次区乌金山

镇等６村３镇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强化

文旅宣传推介,举办第九次省旅游发展大会、２０２３

中国山西(晋城)康养产业发展大会等推介活动,

“东方甄选山西行”火爆出圈,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超

６亿次,进一步唱响“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康

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全省重点监测景区接待

游客、门票收入分别增长１６倍、２２倍.

(四)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和先行先试制胜法宝,聚焦

“小切口”带来“大变化”,全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制定出台我省建

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施方案及市场基础设施、数

据、社会信用等领域１３个配套行动计划,全面构建

“１＋N”政策体系.加快融入和服务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全面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市场政策措施,废

止修订政策３２９件.放宽市场准入,严格落实“全

国一张清单”,制定优化市场准入激活民间投资３０

条具体措施,在交通、能源等领域支持民间投资准

入准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试点,逐项清理市

县两级隐性壁垒.加快标准体系建设,新发布省级

地方标准３６２项.提升土地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加

快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稳妥开展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强化市场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升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中国(太原)煤

炭交易中心、山西焦炭交易中心影响力不断提升,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成为全国首个正式运行的电力

现货市场.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创优活动,

厚植经营主体发展沃土.深化拓展“一枚印章管审

批”改革,实施“多评合一”,“７×２４小时不打烊”自

助政务服务超市实现省市两级全覆盖,３０６９项政

务服务事项实现“指尖办”“掌上办”,２０９项高频事

项实现“跨省通办”,推动与京津冀蒙豫陕六省不动

产登记“跨省通办”,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深入开展

治理“两不一欠”问题专项行动,开展“综合监管一

件事”改革试点,信用环境持续优化.创优融资环

境,创设“三晋贷款码”融资服务平台,在全国率先

推出“惠商保”,全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３５２１亿元,增长４０２％,惠及企业４７万户.我省

成为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之一.

经营主体活力有效释放.聚力“五抓五提升”,

深入开展“经营主体提升年”活动,实施“六大提升

行动”,“十大平台”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深入推进

国资国企提质增效、扭亏减亏三年行动,分类处置

“两非两资”,１８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分别达到３７万亿元、１２万亿元、９０４亿

元,排全国第７、６、４位,净资产收益率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与２４家央企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数

量超过过去五年之和.出台我省民营经济发展促

进条例,制定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２３条等政策措

施,建立多层次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发展诉求.落实税费优惠政

策,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过４００亿元.建立

涉企政策“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三册一站”精准入

企 服 务. 全 省 经 营 主 体 达 ４３０４ 万 户,增

长８２％.

开发区升级版加快建设.滚动开展４次全省

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合计签约、开工、投产项目

分别达到１０７２个、１０１１个、９０２个.推进平鲁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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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扩区,灵石、太谷等９个经开区调区,进一步优化

开发区空间布局.持续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８８

个开发区已全部完成“三制”改革.持续推动“承诺

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全省开发区实行“承诺

制”项目１１２８个,领代办项目１９９５个,开发区工业

用地全部以“标准地”形式出让.开展“放权不到

位、区内办事不便利”专项整治,“区内事区内办”服

务水平有效提升.全省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１０４％,快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５８个百分点.

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出台扩大对外开

放“１＋N”政策体系.着力提升开放平台、通道效

能,大同、运城航空口岸正式开放,开通省内首条全

货机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行中欧班列９５列,我省

首单保税仓储境外飞机落地太原武宿综保区.推

动跨境电商发展,太原武宿综保区跨境电商监管中

心改造项目通过验收,大同市正式启动跨境电商保

税零售进口业务.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支持太

原、大同创建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成功举办亚

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新年会、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山

西行等系列活动,“山西之夜”精彩亮相夏季达沃斯

论坛和上海进博会,对外交流合作力度持续加大.

全省实际使用外资增长５５４％,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５７％,跨境电商进出口

额增长８０６％.

(五)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发展空间进一步拓

展.深度对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全力优化我省高

质量发展空间布局,推动区域综合承载力和竞争力

不断提升.

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化.支持大同市

打造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在制造业、科技

成果转化等领域更好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溢出效

应.支持长治和北京开展对口合作,在红色文旅、

乡村振兴、产业合作等领域累计推进合作事项１２０

余项,引进科技成果６４项.全面加强与北京、天

津、河北的省际合作,启动新一轮晋津战略合作协

议签订,京津冀已成为我省吸引省外投资的主要来

源区域.２０２３年与京津冀地区签约项目８４５个,

金额约５５０７亿元.

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步伐加快.全面落实山

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支持太原市建设国

家区域中心城市,强化太原与周边四市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太原入选国家综合货

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潇河绿智城“五大中心”项目

加快推进,其中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及配套酒店建

成投运.建立政务服务网“山西中部城市群政务一

体化专区”,开通太原、晋中、阳泉特色专区,城市群

内１００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市通办”.全

面取消异地就医住院备案(转诊)手续.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

进.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

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１１个

设区市开工改造老旧小区１９４８个,改造城镇排水

管网雨污分流１１１２公里,新增城市绿地８４０８万

平方米、“口袋公园”２７８个、绿廊绿道２９５７公里.

公共充电设施实现县乡全覆盖.加快县域快递物

流、冷链物流、商贸综合体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打

造统仓共配一体化示范县２０个、标准化快递综合

服务站２００个,完成备案管理行政村快递便民服务

点２０１０个,农村寄递物流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六)坚持特优战略,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全面

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做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夯实.落实耕地保护和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省、市、县、乡、村五级全面建立

田长制,实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全覆

盖.守牢耕地红线,在全省深入开展耕地保护整治

提升行动,严格排查整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

恢复耕地面积７万余亩.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

２６１５万亩,新增恢复水浇地６０万亩,大力推进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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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地综合改造利用.充分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发

放各类粮食生产补贴３８２亿元,粮食播种面积

４７４１４万亩,比上年增加１５９万亩.稳步推动种

业振兴,创建山西省后稷实验室(杂粮生物育种山

西实验室),开展育种联合攻关,新通过国家审定登

记品种６３个.全年粮食再获丰收,粮食总产量

２９５６亿斤,比上年增加２８亿斤,单产６２３５斤/

亩,比上年增加３８斤/亩,总产、单产均创历史新

高,获得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

特优农业加快发展.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

建设有机旱作农业生产基地３０万亩、科研基地１４

个,制定发布山西有机旱作技术模式５１项.着力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提升果蔬、畜禽、水产等农产品

生产效率,全省设施农业面积、产量分别达到９６５

万亩、３５１万吨.加快推动产业集聚,累计创建国

家级农业产业强镇３４个、现代农业产业园９个、产

业集群４个.新认定绿色有机产品７２３个.扶持

农业市场主体发展,全省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营业收

入２３５８亿元.全省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３６５０亿

元,增长１２％.推动农产品走出去,成功举办中国

农民丰收节和第八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

博览会,项目签约额超２５０亿元.

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稳步推进.审慎稳妥推

进农村改革,完成７个国家试点村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试点,持续推进３个县宅基地

改革试点.丰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业生产托管

面积达３３００万亩,服务带动小农户３１０万户.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取得新进展,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覆盖９４２％的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２２６％.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示范县、示范村

镇创建,３个县(区)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

名单.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强化防返贫监

测排查,４８万户稳定消除返贫风险,占全部监测

对象的５４４％.支持就业帮扶车间发展,落实脱

贫劳动力外出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和稳岗补助发

放等帮扶政策,帮助１０４７万脱贫劳动力实现务工

就业.支持７６０个村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提升群众增收能力.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

１４３３９元,增长１５６％,与全省农民收入差距进一

步缩小.

(七)持续铁腕治污,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守牢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红线,推动美丽山西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走深走

实.全面落实“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

光美起来”的重大要求,召开“一泓清水入黄河”誓

师大会,加快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目前

２８５个工程已开工２１３个,累计完工８８个.持续

完善黄河战略政策体系,印发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实施方案,与陕西省签

订黄河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狠抓国家反馈问题整

改,国家反馈我省的１５个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全部完成整改,黄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９０％,比上年提升６９个百分点.深入推进“两山

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

实现“双下降”,全年完成营造林４５６７万亩,人工

造林规模连续３年稳居全国第１.

污染防治攻坚成果显著.打好蓝天保卫战,推

进汾河谷地污染治理,加快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降低城市扬尘污染.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４４８,下降０２％,PM２５平均浓度３７微克/立方

米,下降２６％,改善幅度排全国第２位.打好碧

水保卫战,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累计建成５０余座人工湿地,持续推进城乡黑臭水

体整治.断流近３０年的晋祠泉实现出流.全省地

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９３６％,提升６４个

百分点,无劣Ⅴ类水质断面,连续两年在党中央国

务院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评为优秀.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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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保卫战,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全省受污染

耕地全部落实安全利用技术措施,重点建设用地安

全利用率达到１００％.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太

原、晋城“无废城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碳达峰山西行动扎实推进.印发实施«山西省

碳达峰实施方案»,部署开展碳达峰十大行动.积

极开展省级零碳矿山、零碳开发区等试点示范,太

原市、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功入选国家首批

碳达峰试点,芮城县庄上村被授予首个“中国零碳

村镇示范村”称号.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

发展,全省“十四五”拟投产达产“两高”项目数量大

幅下降,３１家绿色工厂、１家绿色工业园区入选年

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前三季度,全省能耗强度

同比下降３０％.加快重点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

用体系建设,积极创建绿色低碳循环示范园区,全

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６５６％、３２９％.

(八)强化兜底保障,民生福祉不断增进.１２

件民生实事和１７项民生政策提标扩面全部兑现,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实施.深化“人人持证、技

能山西”建设,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新增技能人才

３０６万 人,技 能 人 才 占 从 业 人 员 的 比 例 达 到

３２８％.抓实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

业,举办就业招聘活动５５６２场,高校毕业生总体就

业率达９０％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创造了近年来

最好水平.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公益性零工市场

实现县县全覆盖.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３２９７万

人.狠抓欠薪综合治理,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

支付,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连续６年在国家考

核中获评 A级.

教育事业成效显著.持续办好更加公平、更高

质量的基础教育,新建改扩建１００所公办幼儿园,

新建改造５００所寄宿制学校,城区有需求的小学

“放心午餐”实现全覆盖.人口２０万以上县实现特

殊教育全覆盖.实施职业教育达标提质工程,统筹

推进国家和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在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揽获１５０余个奖项,建成５６个产业学

院,首批１３０个省级产教融合重大平台载体和实训

基地加快培育建设.启动实施高等教育百亿工程,

新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９６门,中国石窟文化

联合研究生院挂牌成立,山西电子科技学院获批

设立.

健康山西建设深入推进.加快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太原医院正式获批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新建２１个国家级和２４个省级临床

重点专科.大同、长治、运城入选国家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全面加强县级医疗卫生机构

能力,全省县级综合医院全部达到二甲水平.开展

“千名医师下基层”行动,１０００余名帮扶人员深入

基层医疗机构,累计完成门诊诊疗超１５万人次、手

术超７６００例次.我省成为全国唯一的健康乡村建

设试点省.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医疗保险继续提标

扩面,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９５％.医保支付改

革纵深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增加

到６４０元,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８７％,排全

国第５位.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价

格平均降幅超５０％,执行集采药品７８６种,排全国

第１位.严格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制度,全面实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

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进

一步提高.养老事业加快发展,１００个城镇社区幸

福养老工程投入运营,超过５０％的社区开展老年

助餐服务.提升儿童关爱服务水平,对７８７名孤儿

和２２５名无人抚养儿童实施助学帮扶,专项整治校

园欺凌行为.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实施群众文化惠民工程,

公共文化设施全部实现免费或优惠开放,全民阅读

活动深入开展,乡村群众文艺队伍开展活动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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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场次,免费送戏下乡进村演出１７万余场.强化

非遗传承保护,省非遗研究院正式成立,认定第六

批省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２３１家,成功举办黄河非

遗大展.文艺创作百花齐放,涌现出民族歌剧«桃

花红杏花白»«小老杨»、交响乐«黄河»、晋剧«永祚

霞光»、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系列、歌曲«中

华»«木塔传说»等一批舞台力作.支持太原、大同

等市建设“博物馆之城”,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对外

开放.成功举办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我省运动员在

杭州亚运会上收获６金３银３铜的历史最好成绩.

重点领域风险有效化解.防范化解重大金融

风险,５２家不合规地方金融组织有序退出市场,山

西农商联合银行挂牌开业,我省成为全国首个获批

采取农信社股权“上参下”模式改革省份.加大地

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累计清收处置

城商行改革剥离不良资产１１８亿元.扎实开展非

法集资风险防范处置,全省新发涉非刑事案件数量

同比下降３７２％.平稳有序处置房地产风险,超

额完成保交楼年度任务,开工、筹建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１７４万套.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围

绕矿山、危化品、燃气、交通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

隐患１３６万项.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效应

对海河流域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紧急转移避险

４９３万人;果断处置低温雨雪冰冻造成的垣曲县

停电险情,全力守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加大安全

投入,强化科技兴安,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提升.

举行第２１届中国食品安全大会,运城市成为我省

首个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同时,我省国防动员、双拥共建、人民防空、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会、老龄、妇女、儿童、青少年、

残疾人、红十字、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台、科

普、档案、史志、广电、参事、文物、气象、地震、禁毒、

援疆等工作也取得积极成效.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省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以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步伐不快,摆脱对煤炭的“两

个过多依赖”任务艰巨;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一

些行业领域投资意愿不强,民间投资有所下滑;污

染防治、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等方面问题减存量、控

增量任务还很重;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抚幼等事

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很多工作还要做;一些行业领域

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本质安全方面还有许多短

板弱项,特别是吕梁永聚煤业办公楼“１１１６”重大

火灾事故,再次敲响警钟.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

采取有力举措,切实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和主要目标任务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

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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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

力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在践行领

袖嘱托、担当重大使命上展现新作为,统筹扩大内

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

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

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

会稳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

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指标: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５％左右,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争取

更好结果;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４％左右(其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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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５％、规上工业企业净

增单位数６００家、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１２％左

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０％左右,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５５％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５％左右;

数字经济规模(增加值)增长１５％左右,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上年提高０３个百

分点,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１１５％左

右;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的比例３３５％,城镇新增

就业４５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５５％左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水

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３％左右.

约束性指标:资源节约方面,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降幅、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幅２项指

标完成国家下达我省任务,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持续下降;环境质量方面,设区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设区市细颗粒物(PM２５)浓度、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挥发性有机物重

点工程减排量、氮氧化物重点工程减排量、化学需

氧量重点工程减排量、氨氮重点工程减排量等７项

指标完成国家下达任务,劣 V类水体全部消除.

实现上述目标,要按照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统筹做好各

项工作的同时,重点抓好十方面工作.

(一)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色优

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全省新型工业化推进

暨制造业振兴升级大会部署,坚持科技引领,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转型发展新动能.

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完善创新平台体系,加快

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发展,推动后稷实验室融入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协同创新体系,力争再重组１—

２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加快建设３—５家省实验室,

布局建设２—３家省级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培育基

地.高标准推动“晋创谷太原”先行区建设.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新培育１—２户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３０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组建５—１０家企

业主导的高端创新平台,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１２００家,新增“专精特新”企业２００户.开展核心

技术攻关行动,实施２０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

１００项以上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强化科创研发投

入,引导国有企业刚性增加研发投入,引导更多金

融资本支持科创企业发展.持续深化“揭榜挂帅”

“赛马制”“包干制”“里程碑制”改革,推进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扩大职务科技成果所有

权和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范围,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

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钢铁行业加快限制

类工艺装备升级改造,提高非建筑用钢产品占比,

力争炼铁、炼钢先进产能均达到６０％以上.焦化

行业全面实施节能、环保、安全“三改造”,加快推进

大机焦和化产深加工项目建设,力争焦炉煤气化产

加工利用率达到６０％以上.有色行业积极推进电

解铝产能整合,推动铝镁铜材精深加工,提升高端

产品供给能力.建材行业加强新型建材产品研发

和推广应用.化工行业全面完成化工园区认定.

坚持智能化改造,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加快应用新一

代信息技术,争取两化融合贯标企业突破６００户,

力争打造５０个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２０个

国家级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依托传统优势产业,

梯次培育特色专业镇,新增省级重点专业镇６个左

右,新建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６个

以上,省级重点专业镇营收增长１０％以上.办好

第二届山西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以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现代煤化工、现代医药、

通用航空等产业为重点,引进培育龙头企业,攻关

先进适用技术,开发高质量产品,积极拓展市场,加

快壮大产业规模.全力推动晶科能源５６GW 垂直

一体化大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引导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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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群集聚发展,力争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

代消费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等产业集群营收分别

达到１８００亿元、１７００亿元、１４００亿元、１１００亿元.

积极发展低空经济,建好太原、大同、长治通航产业

园,组建发展通航机队,推进通航全产业链发展,加

快通航示范省建设.用好产业链“链长制”这一有

效抓手,选优培强“链主”企业,强化新兴产业上中

下游利益联结,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紧密协

作发 展,１６ 条 省 级 重 点 产 业 链 营 收 达 到 ７０００

亿元.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数字基础支撑,推进

重点场所５G网络深度覆盖,提速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建设推广,加快千兆城市建设,积极

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全力打造全国算力高

地.积极发展半导体、信创等数字核心产业,推进

山西数据流量谷建设,再认定一批省级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和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区.拓展数字场

景应用,开展数智强晋示范工程,推动５G 和标识

解析应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实体经济中贯通推

广,重点推进一批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民生智能化应

用标杆项目.加快智慧城市数字底座、产业链工业

互联网平台、医疗影像云平台、气象数据服务等行

业云平台建设,激活行业数据价值.加快建设“数

据要素×”试点,探索创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开

展国家数据知识产权试点.规范平台经济健康发

展,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壮大

平台经济企业力量,促进平台经济和传统企业融通

联动.

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高速飞车要加快推进试

验线建设,争取纳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

打造高速飞车科技攻关及中试验证、高速磁悬浮认

证测试、飞行器多态耦合大科学试验等３个国家级

创新示范基地.绿色氢能要加强“制储运加用”等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国内领先的氢能产业集群.量子信息要研发应用

高性能激光、微纳量子测量、量子通信等产品,构建

量子信息产学研用融合创新生态.前沿材料要加

大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加强锂资源保障,集

中攻关生物基材料关键技术,布局发展碳基芯片、

储能炭等新材料.

推动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持续开展服务业

提质增效十大行动,在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同

时,重点发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信息

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

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提升集聚区服务能力和示

范带动作用.加快太原、大同、临汾国家物流枢纽

建设,推进太原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重点

培育阳泉东部陆港等６个千万吨级多式联运物流

枢纽.优化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引进更多优质金

融机构和长期资本,不断丰富金融业态.高水平推

进潇河国际会议中心等五大中心运营管理,高标准

举办旅发大会、康养大会、大河文明旅游论坛等活

动,促进高端会展业发展.加强与京津冀高校、科

研机构的互动合作,推进科技创新、检验检测、知识

产权、科技中介等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构建科技服

务新体系.

(二)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强力推进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坚定扛牢能源保供政治责任,加快

推进“五大基地”建设,推动能源产业绿色转型迈上

新台阶.

加大能源增产保供力度.加快煤矿重大项目

建设,推动１０座煤矿开工、８座煤矿进入联合试运

转.做好电煤稳价保供,完成国家中长期合同保供

任务.加快构建新型电力体系,稳妥推进“先立后

改”煤电项目,推动焦煤河曲、中煤平朔安太堡电厂

项目投产,加大大同—怀来特高压外送电通道推进

力度,力争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１４５亿千瓦,实现

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推动非常规天然气产供储销

一体化发展,新增探明储量１２００亿立方米,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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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１６０亿立方米,加快长输管道互联互通,依托

现有交易场所探索推进煤层气交易.

推动煤炭产业清洁低碳多元发展.加快５G

智慧矿山建设,新建１５０座智能化煤矿,因地制宜

推广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煤炭先

进产能占比达到８３％.推进华为矿山军团全球总

部建设.“一机一策”开展煤电机组“三改联动”,完

成改造６３０万千瓦,激发煤电绿色低碳发展活力.

持续推动能源科技创新,打造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基地.积极推动中煤平朔煤制烯烃新材料及下

游深加工一体化项目落地建设,率先在全国形成能

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经验示范.高标准办

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助力国家提升能源低碳

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加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进一步做大做

强集中式风电光伏项目、做优做精分布式项目,加

快推进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基地建设.有序发

展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推动具备条件的抽水蓄能

电站应核尽核,加快已核准项目建设.开工建设２

座新能源汇集站.因地制宜推进氢能、地热能、生

物质能等开发利用,实施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项

目.扎实推进能源互联网试点,开展“源网荷储一

体化”和虚拟电厂试点示范.全年新能源和清洁能

源装机占比达到４７％.

(三)抓实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益

的投资.用好“四全工作法”,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更好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对社会发展

预期的引导作用.

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在产业转型、能源革

命、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重

点领域,大力推进一批重点工程项目.铁路方面,

争取集大原高铁建成通车、阳涉铁路开办客运服

务,加快雄忻高铁建设进度,推动太绥高铁及早开

工,加快长邯聊高铁、运三高铁等项目前期.城市

轨道交通方面,推动太原轨道交通１号线年底开通

运营.公路方面,加快浮临、汾石等９个在建高速

公路项目建设进度,新开工６个高速公路项目,全

省高速公路出省口达到３１个.加快国道１０８等

２５个续建国省干线项目建设,力争新开工建设一

批国省干线升级改造项目.新改建农村公路４３００

公里.机场方面,推动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运城

机场改扩建工程提速建设,争取临汾机场改扩建、

晋城机场及早开工,加快长治机场迁建项目前期,

再布局建设一批通航机场和飞行营地.水利方面,

推动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持续推进中

部引黄等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小浪底引黄二

期、太忻滹沱河供水、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等省级

水网项目及县域水网配套工程建设,推动大同国家

级现代水网市级先导区建设,汛前完成受损防洪工

程设施修复.

加强要素服务保障.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扎

实做好项目前期,更大力度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

金,用足用好省级基建和技术改造等专项资金,全

力满足项目资金需求.通过 REITs等运营模式支

持国有企业做好资产盘活,尽快实现我省 REITs

上市零的突破.落实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

推动我省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尽快重启.常态化

组织“政银企”对接,按季度向民间资本推介重点项

目,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民间投资.全面

清理盘活批而未用的建设用地,大幅增加“标准地”

供应,优化环评、能评服务工作机制,强化土地、用

能、环评等要素保障.

强化项目调度管理.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全过程抓好项目谋划储备、招商引资、签约落

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围绕国家和我省政策资

金支持导向,聚焦服务国家新安全格局、国家战略

腹地建设、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等方向,省市县

三级联动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切实提高项目谋划的

精准度和有效性.开展项目前期手续集中攻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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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着力解决项目开复工困难,力争一季度重点项

目开复工率达到３５％以上,上半年达到８０％以上.

紧盯项目签而未落、落而未投、投未达效的顽障痼

疾,开展“三未”项目攻坚专项行动,确保招引项目

真落地、真投资.

(四)激发消费潜力活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

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深入挖掘外贸

增长空间潜力,全面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

在优先位置,落实各项促消费政策,增强消费能力,

改善消费条件,释放消费潜力.提振汽车等大宗消

费,强化停车设施建设改造,加快电动汽车充(换)

电设施建设,落实甲醇汽车发展支持政策,扩大新

能源汽车应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消费需求,

因地制宜落实住房消费补贴,因城施策强化住房信

贷和住房公积金政策支持.促进家居消费,组织开

展家电惠民专项活动.优化消费结构,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突出地方特色,实施

晋菜晋味提升行动,弘扬面食晋菜文化,进一步扩

大餐饮消费规模.培育城市多层级消费中心,支持

太原市钟楼街、忻州古城步行街创建国家级示范步

行街试点,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完善县域

商业流通体系,建设改造一批乡镇商贸中心、集贸

市场、农村新型便民商店.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

打造高质量消费供给体系.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

文旅康养产业,持续落实龙头景区“９＋１３”梯次打

造培育计划,推动晋祠天龙山、北岳恒山风景区等

创建国家５A 级旅游景区,创建太行锡崖沟、云中

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标志性专题博览馆,推

进武乡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开发红色

文化、晋商文化、非遗文化、古建文化等精品线路,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叫响“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

加快创建１０个文旅康养集聚区和５０个文旅康养

示范区.全面建成总规模１３万公里的三个一号

旅游公路,实现３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５G网络有

效覆盖.紧抓消费热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体育

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鼓励举办音

乐节、艺术节、演唱会等大型活动,拓展夜间经济、

冰雪经济等新业态.促进健康、养老、托育、家政等

领域服务消费.支持直播电商发展,开展网络促销

活动.

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深入落实扩大对外开

放“１＋N”政策体系,坚持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

则标准“软联通”相结合,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促进对外贸易水平稳步提升.复制推广全国自贸

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坚持“以建促批”,积极申建

国家自贸试验区.优化口岸监管服务,建成中国

(山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高通关一体化水

平.拓展外贸通道,增加中欧班列开行量,开辟更

多国际航线,完成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扩容升级.

稳定美日欧传统市场,对接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八项行动,积极拓展 RCEP市场.培育壮大

外贸企业,支持富士康、宝武太钢、华远陆港等龙头

企业稳步扩大进出口规模,支持大同国际陆港、方

略、兰花等保税物流中心更大力度引进保税仓储企

业,吸引国际贸易型总部企业落户山西.丰富外贸

业态,支持太原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建设,培育文

化、中医药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深挖外贸产品潜

力,培育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光伏等外贸增长

点,扩大日用陶瓷、玻璃器皿、特优农产品等优势产

品出口.

(五)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

力.充分发挥改革牵引作用,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

碍,提振经营主体发展信心,推进经营主体扩量

提质.

加快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常态化开

展妨碍统一大市场建设典型问题核查整改,着力解

决不当市场干预和不当竞争行为问题.深入推进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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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强化产权司法保护,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违法

行为.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重点领域要

素资源高效配置,开展重点行业数据要素应用示

范,优化改革用地审批机制,有效畅通要素资源流

通循环.将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建成全省统

一的煤炭交易中心,推动“晋陕蒙新”煤炭主产区交

易机构合作.深入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依法依规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制度,建设信用山西.深入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实

施品牌兴晋行动,提升“山西精品”影响力,打造“山

西制造”和“山西建造”品牌.扎实开展第五次经济

普查.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创新

提升行动,强化营商环境３０版改革攻坚,推广一

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

能,严格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确保“清单之

外无许可”,全面推进“综合窗口”“高效办成一件

事”改革,推动自助政务服务超市覆盖所有街道和

７０％的乡镇,持续深化“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加

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利用,完

善政务数据“一本账”,加快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

共享,提升“一网通办”服务能力.综合运用“啄木

鸟”工作机制,大力推行“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制度,

着力解决影响和破坏营商环境问题.推进“一业一

查”部门联合监管模式,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切

实提升监管效能.

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持续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增强国企核心

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两非两资”处置,推

进１４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推动省属企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及优势产业投资达到５００亿元、主业投

资占比达到９０％以上.分类解决涉煤企业重组后

续问题,深入开展亏损企业治理、“两金”压降、法人

层级压减专项行动.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法人

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长效机制,实施经

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质量提升工程,更广

更深更大范围推进三项制度改革.以“一利五率”

提升为导向,优化省属企业绩效评价,深化分类考

核、分类核算.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

制,加强数智化监管、穿透式监管.深化央地合作,

完善服务央企工作机制,推动更多央企项目落地

山西.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三个没有变”,开展民间投资、公平准入、政策

兑现、权益保护四项攻坚行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扎实开展“经营主体深化年”活动,促进经

营主体扩量提质.全面实施市场“非禁即入”,深入

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民营企业融资服务,

引导民营企业用好“信易贷”等政策工具,探索“晋

质贷”质量融资助企服务,推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设立专门资金,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支持符合条件

的民营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推动中小企业规范

化股改.开展治理“两不一欠”问题专项行动,开通

涉企行政复议“绿色通道”,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

和企业家权益.推广应用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

服务平台,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办好世界晋商

大会、第八届中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

深化财税金融领域改革.落实我省进一步推

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稳步调整省以下

财政收入划分,完善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

分担机制和转移支付体系.提升预算管理质效,加

强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强化基层“三保”.持续深化

金融领域改革,全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支持

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模式、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更

加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争创以转型金融为主体内

容的绿色金融试验区.深化山西农商联合银行改

革,完善城商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继

续实施企业上市倍增计划,培育３０家以上重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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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后备企业,促进“晋兴板”挂牌企业增量提质,提

升直接融资规模比重.

提升开发区发展能级.滚动开展开发区“三个

一批”活动,用好“政府＋链主企业＋园区”招商模

式,推动开发区围绕重点产业链和主导产业布局谋

划项目,引导各开发区依托优势发展１—２个主导

产业.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

开发区创建国家级开发区.深化“三化三制”改革,

着力推进开发区管运分离.持续推动“承诺制＋标

准地＋全代办”改革,实施“承诺制”全流程网上办

理,推进“标准地”向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扩展.优化

调整开发区赋权目录,完善开发区与部门联动审批

服务机制,真正实现“区内事区内办”.持续优化开

发区考核指标体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效拓宽高质量发展

空间.深度对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发挥区域比较

优势、促进空间布局优化,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

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

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推进与北京、

天津、河北的框架合作协议任务落地,在科技成果

转化、柔性引才用才、信息数据服务、产业转移等方

面加强合作,与天津合作打造我省向海发展新通

道.支持大同打造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加

快大同中关村科技园等项目建设.支持长治与北

京开展对口合作.

加快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落实好山西中部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高效协同联动.支

持太原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一体化推进与周边

４市协同发展,协同晋中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协同忻州加强对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协同阳泉打

造石太经济走廊重要枢纽,协同吕梁打造生态安全

屏障和综合能源基地.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支持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启动建设潇河绿智城,培育千

亿级产业集聚区,打造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标杆.

强化省级统筹协调,搭建重大合作平台,加快建立

沟通及时、信息共享的对接机制,及时破解一体化

进程中的难题阻碍.

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展基础设

施提档升级、生态环境提质增优、公共服务设施提

标扩面等行动,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促进县域内城

乡融合发展.重点推动１１个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新型城镇化试点县建设,进一步补齐县城短板弱

项,促进县域内城乡“五个融合”,统筹推进城乡交

通、供电、供水、供气等建设,完善全民覆盖、城乡一

体、优质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县域

特色产业,培育县域主导产业,提升县域综合承载

力.进一步推动转移支付、要素配置等与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挂钩,让愿意进城落户的农民加快融入

城市生活.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强化

统筹、重点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宜居

性.开展城市体检,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依据.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１１８７个,新建３万台公共充电桩.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补齐地下管网短板,提升城市节水和再生水

利用水平.落实«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推动

城乡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推进公园绿地

建设,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动城

市品味提升.完善城市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

体系,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加快城市管理信息化建

设,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七)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制定我省乡

村振兴促进条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

新成效.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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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基本农田非粮化,分类稳妥

开展违规占用耕地整改复耕,积极推进盐碱地综合

改造利用.扩大整县、整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试

点,加快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和续建配套,新增和

恢复水浇地６０万亩,提高高标准农田补助标准,粮

食播种面积达到４７２５５万亩.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行动,加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推行科技

特派员制度,落实好耕地、种粮补贴,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粮食产量达到２９７１亿斤.实施优质粮食

工程,强化粮食“产供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

推动特优农业发展.纵深推进有机旱作农业,

建设１０万亩有机旱作示范区,大力实施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提升行动,扩大“有机旱作晋品”公共

品牌影响力.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发展

牛羊草食畜牧业、林下经济,稳定生猪产能,有效提

高肉蛋奶供给水平.打造特优农业重点产业链,发

挥农业龙头企业作用,布局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园

区,力争县级及以上龙头企业营业收入达到２４００

亿元.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一批国家

级农业产业强镇.加强冷链中心、烘干中心等农业

仓储物流设施建设,用好“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

干果”五大平台,扩大农产品销售市场.

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全面推进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进一步提高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置体系覆

盖自然村比例达到９６％,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２４％.积极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加强农村水电路气

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村容村貌,建设３００

个以上精品示范村、２５００个左右提档升级村,所有

村全面开展环境整治.做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

强化农村改革创新.扎实开展２个国家级整

乡镇和１６个省级试点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３０年试点,稳慎推进１２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试点.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

整省试点,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加快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

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好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再支持７６０个村发展集体产

业,更大力度实施消费帮扶,组织技能培训和劳务

输出,确保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深化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巩固拓展“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进

一步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的底线.

(八)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厚植高质量发展

生态底色.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

设山清水秀、天蓝地净的美丽山西.

扎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从流经县、流域区、全省域三个层面统筹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建设,

在水土流失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等方面积极打造山西样板.出台我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适时开展«山西省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阶段性评估.

抓好审计发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对

国家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全力推进

“一泓清水入黄河”攻坚战工程建设,优先深入推进

实施与断面水质改善直接相关工程,推动２８５项工

程全部开工,力争累计完工率达到５０％左右.

加强生态系统治理和保护.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推进

“两山七河五湖”生态修复治理.加大水土流失治

理力度,扎实推进吕梁山山水工程建设,实施重点

城市和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综合治理.强化河湖长

制,在５０％的县(市、区)至少建设１条(个)幸福河

湖.持续推进岩溶大泉保护修复,争取晋祠泉实现

稳定复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加强地下水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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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科学开展国土绿

化行动,启动“三北”防护林六期工程建设,打好黄

河几字弯攻坚战,完成３００万亩营造林任务和１００

万亩未成林地抚育管护任务,森林覆盖率提高０５

个百分点.加快创建太行山国家公园,实行湿地分

级保护管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建设生态

文明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落实国家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和区域污染协同治理.推动重点行业落后产能退

出和重污染企业搬迁,加强汾河谷地区域大气污染

协同治理,推动煤电行业污染深度治理,推进重点

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大力提升重点城市空

气质量.分区分类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推进入河

排污口查测溯治和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确保断

面水质持续改善.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严

格重点建设用地环境监管,加强焦化等关闭搬迁企

业土壤污染管控.深入实施黄河流域“清废行动”,

加快国家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创建

“无废城市”“无废细胞”.

积极稳妥推进“双碳”工作.落实好我省碳达

峰碳中和“１＋X”政策体系,有序实施碳达峰十大

行动.积极推动２个国家碳达峰试点、４家全国首

批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产业园区和我省首批８

个零碳(近零碳)产业示范区试点建设.持续提升

森林碳汇能力.有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完善碳汇

开发机制,探索形成科学合理的降碳减污激励约束

机制.探索开展产品碳足迹工作.开展企业碳排

放监管核算,深化太原、长治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

坚持“十四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不动摇,继续做好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

盲目上马,为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奠定基

础.落实好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

耗双控政策.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加快建设省级绿

色低碳循环示范园区,力争新创建３０户国家级绿

色工厂,支持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低碳

供应链.

(九)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力补齐民生短板,兜

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持续抓好就业增收工作.更加突出就业优先

导向,发挥就业信息平台和零工市场作用,实施数

字赋能就业、创业带动就业、公益性岗位开发、就业

见习、以工代赈等举措,抓好抓实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退役军人、脱贫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稳住就

业基本盘.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加强技能

人才培育.常态化实施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做大做强吕梁山护工、天镇保姆等

特色劳务品牌,力争省级劳务品牌达到４０个,支持

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抓

好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动态清零销号.加大社会

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转移

性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安全优质发展,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认定扶持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１００所,及时整合、撤并无生源

幼儿园.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城乡学

校共同体建设,新建改扩建寄宿制学校１００所.推

动高中教育提质发展,统筹推进每一个县(市、区)

至少办好１所优质公办普通高中.推进特殊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提高职业

教育发展质量,率先发展２所职业本科学校和４所

国家“双高”学校.提升产教融合水平,新组建１０

个市域产教融合联合体,培育建设１０所特色产业

学院及５０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纵深推进高等教

育“百亿工程”,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双一

流”建设,支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力争与转型发展

高度相关的应用型本科专业占比达到６５％左右.

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深入推进省域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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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扩容,深化４个国家级和４个省级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新建５个国家级和３０个省级临床重

点专科.加快推进山西白求恩医院国家紧急医学

救援基地项目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水平,推动９所

县级综合医院、２所县级中医院和１所县级妇幼保

健院达到三级医院服务能力水平,遴选３０个中心

乡镇卫生院建设县域医疗次中心,开展村卫生室提

档行动.全面推进中医药强省,加快长治国家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建设,深入实施百县中医

药服务能力提升计划.支持临汾全国首批医疗应

急重点城市建设.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

发展,科学落实防控措施,有效应对季节性高发性

疾病传播风险.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扩大社保覆

盖面,引导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

重点群体参保,稳妥提高社保待遇,强化社保基金

监管.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计划,确保参保

率稳定在９５％以上,困难人群参保率稳定在９９％

以上.建立居民医保基金省级调剂金制度,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增加３０元.完善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

展银发经济.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建立“政府救助

＋慈善帮扶”有效衔接机制.统筹做好孤寡老弱残

等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工作.提升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水平.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深入挖掘我省红色

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繁荣文化艺术创作,推

出一批文艺精品力作.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实施“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加强

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传承利用,打造５家以上省级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非遗传习展示基地,加

快推进３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５座标志性专题

博物馆建设.深化云冈学建设,深入挖掘阐释盐湖

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支持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和

安全监管平台建设.办好山西艺术节.全力备战

巴黎奥运会、全运会、全国冬运会,加强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建设,办好第一届全民健身大赛.

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密切关注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变化趋势,做好粮油肉蛋果奶菜等

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强化猪肉储备调节,防止猪肉价格大起大落.及时

落实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的影响.加强对文旅、餐饮等服务市场价

格监测,合理引导市场预期,确保生活性服务行业

健康发展.有效应对各类突发应急情况,确保煤电

油气运供需形势平稳有序.

全力办好１５件民生实事.一是为８０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对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普

惠托育机构进行补助,实现“一老一幼”普惠补贴全

覆盖.二是实施城乡养老和老年助餐幸福工程,新

建改造５０个城镇社区养老工程、１００个农村区域

养老中心,改造３０００个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对８０周岁及以上低保家庭老年人补贴餐费.三是

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服务,召开４０００场专场

招聘会,省属企业招聘１万人,招募３０００名社区助

理.四是推动就业社保服务覆盖所有行政村和社

区,在家门口做好服务保障.五是年内石楼县、浮

山县通高速公路,提前１年实现“县县通高速”规划

目标.六是开展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工程,为８００

万人稳定就业解决后顾之忧.七是免费送戏下乡

１万场.八是在产粮大县实施小麦玉米完全成本

保险财政补贴全覆盖.九是实施农村寄递物流服

务全覆盖提质增效工程.十是开展农村供水工程

维修养护１７００处,受益１８０万人.十一是扶残助

学圆梦６５００人,抢救性康复救助８０００名残疾儿

童,基本辅助器具适配补贴４万人.十二是对２万

名上消化道癌高风险人群开展内镜检查.十三是

完成４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十

四是完成５０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任务.十五是实

施既有住宅自愿加装电梯５５０部.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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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严守安全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

险.聚焦金融、房地产、地方债务、安全生产等重点

领域,持续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全力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深刻汲取吕梁等地

事故教训,落实“严紧深细实”要求,坚持“五不为

过”“五个必须”,切实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全面落实煤矿、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尾矿库等各类矿山党政领导包保责任,围绕“一件

事”全链条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一矿一策”完善安

全生产措施.实行“四不两直”执法检查,深化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常态化动态清零.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化危化品、道路

交通、建筑施工、经营性自建房、燃气、消防等重点

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做好地质灾害防治、森林防火

等工作.完善有效应对强降雨、低温雨雪冰冻等极

端天气预案,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大力实施防洪能

力提升工程.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广播和物资储备

体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大食品药品

安全监管力度.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积极稳妥化解房地

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

理融资需求,加强在建项目预售资金监管,有序推

进商品房现房销售,完成年度保交楼交付任务.加

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构建房地产发展

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严格落实既定化债方案,加大存量

隐性债务化解力度,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健全

化债长效机制,确保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全面加强

地方金融监管,规范各类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地方

金融组织健康发展,稳妥有序推进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风险化解,进一步压减高风险金融机构,严厉打

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

底线.

切实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综合机

制,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深化信访问题

源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健全立体化信息化治安

防控体系,持续开展扫黑恶、治电诈、打盗窃、净网

络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国防动员、双

拥共建、人民防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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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老龄、残疾人、红十字等事业.

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台、广电、文

物、气象、地震、科普、档案、史志、参事、禁毒、援疆

等工作,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积极成效.新的一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自觉接受省人大的监

督,认真听取省政协的意见和建议,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山西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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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注释

　　１．五大基地:山西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非

常规天然气基地、电力外送基地、现代煤化工示范

基地、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

２．煤电机组“三改联动”:指统筹实施煤电机组

节能降耗改造、供热改造和灵活性改造,是提高电

煤利用效率、减少电煤消耗、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的

重要手段.

３．虚拟电厂:是能源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重

要方向,指将不同空间的可调节负荷、储能侧和电源

侧等一种或多种资源聚合起来,实现自主协调优化控

制,参与电力系统运行和电力市场交易的智慧能源系

统,是市场机制下源网荷储协调互动的有效实现形

式.通俗来说,就是把分散、可调节的电源和负荷集

合形成一个虚拟的“电厂”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

４．四全工作法:全周期发力、全要素保障、全流

程提速、全方位推动项目建设.

５．两不一欠:新官不理旧账、政策不兑现、拖欠

民营企业账款.

６．综合监管一件事:各市县、各行业主管部门

以高效管好一件事为目标,针对同一区域涉及跨部

门、跨层级监管的同一类监管对象,或者同一部门

涉及跨领域、跨层级监管的同一类监管对象,将有

关联的多个监管事项梳理整合为综合监管一件事,

积极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试点.

７．三晋贷款码:我省推出的融资服务平台,以

二维码为标识,将企业发布的融资需求和金融机构

发布的成熟产品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银企

双向选择、自主对接机制,并提供担保增信服务.

８．惠商保:我省在全国率先以财政出资形式引

入市场化商业保险机制,为个体工商户提供的普惠

性保险保障项目.

９．六大提升行动:２０２３年我省经营主体提升

年活动提出的六方面提升行动,分别是个体工商户

转型提升行动、“小升规”培育提升行动、“规改股”

培育提升行动、“股上市”培育提升行动、“专精特

新”和科技型企业培育提升行动、“十大平台”集聚

提升行动.

１０．两非两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两非,即非主业、非优势,两资,即低效资产、无

效资产.

１１．三册一站:一链一册、一镇一册、一企一册

和惠企直通车工作站.

１２．千万工程:即“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

简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实施“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浙江近４万个村庄中选

择１ 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

１０００个左右的中心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１３．两山七河一流域:两山指吕梁山、太行山,

七河指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涑水河、

大清河,一流域指黄河流域.

１４．无废城市: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

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

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１５．“双高”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

１６．“上参下”模式:由省联社向市县农信机构

逐级参股的结构模式,有利于在保持县域法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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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做强农商联合银行.新组建的山西农村商业

联合银行要结合全省农信改革化险计划,对基层法

人机构按照“机构自愿、分步参股”进行投资,形成

规范化、市场化、法治化、企业化、一体化的风险防

御联合体.

１７．两个过多依赖:经济发展过多依赖煤炭产

业、过多倚重煤炭价格.

１８．两化融合贯标:两化融合,即信息化和工业

化融合.两化融合贯标,指企业贯彻落实«工业企

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GB/T２３０２０－

２０１３)的过程.

１９．“数据要素×”行动: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

素,具有规模报酬递增、非竞争性、低成本复用的特

点,通过作用于不同主体、与不同要素结合,能够提

高各类要素协同效率,找到资源配置最优解,突破

产出边界,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实现推动经济发展

的乘数效应.数据要素×行动旨在发挥我国超大

规模市场、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等多重优

势,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强化场景需求牵引、打通

流通障碍、提升供给质量,推动协同优化、复用增

效、融合创新,培育经济新动能.

２０．服务业提质增效十大行动:包括消费回暖

升级、乡村e镇培育、网络货运发展、金融服务业提

质增效、房地产市场稳投资扩消费促转型、数字化

场景拓展、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文旅体高

质量发展、养老惠民提升、加快建设高标准人力资

源市场体系等行动.

２１．龙头景区“９＋１３”梯次打造:首批打造云冈

石窟、五台山、平遥古城、洪洞大槐树、皇城相府、解

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家庙、太行山大峡谷、壶口瀑

布、晋祠天龙山９家龙头景区;重点培育云丘山、王

莽岭、雁门关—广武、芦芽山、碛口古镇、恒山—悬

空寺、娘子关—固关、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黄崖洞、

乔家大院、王家大院、鹳雀楼—普救寺、陶寺遗址—

丁村、偏关老牛湾１３家重点景区.

２２．REITs:即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指以收益

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底层资产,以公开发行的基

金为重要载体,主要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标准

化金融产品,其实质为存量基础设施项目的上市.

目前已发行上市的基础设施 REITs项目行业范围

覆盖产业园区、高速公路、污水处理、垃圾焚烧发

电、仓储物流、清洁能源、租赁住房等重点领域.

２３．RCE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

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共同参加(“１０＋５”),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

税壁垒,建立１５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２４．“两金”压降:国有企业应收账款和库存的

压降.

２５．一利五率:“一利”指利润总额;“五率”指资

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现金比率、全员劳动

生产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２６．三品一标: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

共品牌,即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

农产品地理标志统称“三品一标”.

２７．四水四定:即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核心内涵是将水资源开发利用限定

在水资源承载力范围内,既要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又要让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２８．无废细胞:指按照无废城市建设要求,采取

有效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培育固定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社会

生活单元,包括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饭店、商场、社

区、村镇、家庭等各类生产生活单元.

２９．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一部好的

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作品、一部好的图书、一

部好的理论文章、一部好的电影作品.

３０．五个一文化惠民工程:塑造一批群众文化

惠民服务品牌,培育一批乡村群众文艺队伍,挖掘

一批乡土文化能人艺人,培养一批乡村文化带头

人,送一批专业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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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４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的决议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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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批准«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全省和省本

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４年省本级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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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

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３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常国华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

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并请省政协委员

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刚刚过去的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

恢复发展的一年.５月１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考察山西,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文物保护利用等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山西的关

怀关爱,极大地鼓舞着三晋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征程上激情满怀奋勇前进.全省上下牢

记领袖嘱托,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创造性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迎难而上、奋力攻

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方位转型不断深化,社

会大局保持稳定,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

步伐.与此同时,全省财政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

会各项安排,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要

求,靠前发力、主动担当,狠抓各项收入组织,持续

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强化财政资源统筹,积极发

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全省经济稳步向好和社会和谐

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年全省预算经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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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８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送省

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２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 ３６０２０８ 亿元,一般公 共 预 算 支 出 为

６８７１４３亿元.预算执行中,受全省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

部分市县调整了收支预算.经初步汇总,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３４２５０１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调整为７０２７９１亿元.

２０２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３４７９１５

亿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１０１６％,

比２０２２年决算增长０７％(下同).税收收入完成

２５５６８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７％,下降５２％,主要

是受上年高基数及煤炭价格回落叠加因素影响,税

收收入不达预期.其中:主体税种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个 人 所 得 税、资 源 税 分 别 增 长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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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３８％、－１９２％.非税收入完成９２２３２

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８１％,增长２１８％,主要是各级

财政加大非税收入挖潜.其中:专项收入完成

２０４４８亿元,增长１７７％,主要是部分市行政事业

单位集中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导致收入增加;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９９４５亿元,增长１１５％;

罚没收入完成１１８３７亿元,增长７１％;国有资源

(资 产)有 偿 使 用 收 入 完 成 ３２８４ 亿 元,增 长

２６１％,主要是矿业权出让收益增加.

２０２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６３５１１７

亿元,为预算的９０４％,增长８１％,主要是各级财

政部门加大资金统筹力度,支持民生领域等重点项

目建设.其中:教育支出执行９１２６３亿元,增长

５９％;科 学 技 术 支 出 执 行 ８４０２ 亿 元,增 长

３７７％,主要是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力度加大,支出

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１１０３３９亿元,增

长１０４％,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缺

口补助增加;卫生健康支出执行５１６７２亿元,增长

４５％;节 能 环 保 支 出 执 行 ２４１３９ 亿 元,增 长

０３％;城 乡 社 区 支 出 执 行 ６７７０６ 亿 元,增 长

７６％;农 林 水 支 出 执 行 ６６１４６ 亿 元,增 长

１４６％,主要是大小水网贯通等水利工程建设和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增加;住房保障

支出执行１９９４亿元,增长２３７％,主要是太原市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补助资金集中在２０２３年

支出.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０１２８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３％,增长１１％.税

收收入完成７８９４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６％,下降

３２％,主要是煤炭资源税减收较多.其中:增值税

完成２３１９３亿元,增长６３４％,主要是２０２２年国

家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基数较低;企业所得税完

成１５８亿元,下降１２４％,主要是煤炭企业利润减

少;个人所得税完成１９８３亿元,增长３８％;资源

税完成３７６３６亿元,下降２０１％,主要是煤炭价

格回落;环境保护税完成３０２亿元,下降７８％.

非税收入完成２２３３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４８％,增

长２０１％,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３７２５亿元,增长

４１６％,主要是耕地开发项目专项收入增长较多;

行政 事 业 性 收 费 收 入 完 成 ２９４６ 亿 元,增 长

１５１％;罚没收入完成４４５７亿元,下降２１７％,

主要是２０２２年一次性罚没收入较多;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１０５６６亿元,增长４２７％,

主要是２０２３年矿业权出让收益增加.

２０２３年年初预算中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５０３７亿元,统筹用于保障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各

项重大战略支出,动用后余额为３９３０３亿元,年度

执行中未再动用.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中未动用预

备费.

２０２３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０５９８９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７％,下降２４％,主要

是２０２２年一次性列支车辆购置税支出较多以及

２０２３年将部分省级支出转为对市县转移支付.其

中:教育支出执行１８９２４亿元,增长３１％;科学

技术支出执行 ２４０２ 亿元,下降 ８７％,主要是

２０２２年一次性安排重大科技项目;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执行３０９８９亿元,增长６６％;卫生健康支

出执行３７５５亿元,增长１８５％,主要是新增支持

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示范项目;节能环保支出执行

２３０７亿元,下降１６７％,主要是２０２２年省级新能

源汽车补助资金等支出较多;农林水支出执行

５９４７亿元,下降３５８％,主要是部分省级支出转

为对市县转移支付.

２０２３年中央补助我省资金２６１０７亿元,增长

５８％(同口径,下同),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２４１８３３亿元,增长６１％.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２２１７７３亿元,增长５８％;专项转移支付２００６亿

元,增长１０％.省对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２６４６５７亿元,增长１４３％.其中:一般性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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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２３０３３６ 亿 元,增 长 １５１％;专 项 转 移 支 付

３４３２１亿元,增长９％.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

占全部转移支付的８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６０１７７

亿元,为预算的６１９％,下降４３％,执行率较低主

要是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不 及 预 期;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１９７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７％,下降１９１％,主

要是收入下降导致支出相应减少.

２０２３ 年 省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５７２３亿元,为预算的５２７％,增长２５４％,执行

率较低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不及预期;加上中央补

助收入、市县上解收入、预计上年结转收入、调入资

金、专项债务收入等后为总收入,具体金额待决算

完成后报告.预算支出执行１３４６３亿元,为预算

的７０５％,增长１１％,主要是收入下降导致支出相

应减少;加上补助市县支出、债务转贷支出、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等后为总支出,具体金额待决

算完成后报告.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 年 全 省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９３７４亿元,为预算的６３１％,下降１６４％,主要

是省属国有企业特别分红收入减少;预算支出执行

１１２５３亿元,为预算的５６％,下降２０７％,主要是

收入下降导致支出相应减少.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８４６２亿元,为预算的４２３％,下降５５２％,主要

是省属国有企业特别分红收入减少;加上中央补助

收入、预计上年结转收入等后为总收入,具体金额

待决算完成后报告.预算支出执行８０２２亿元,为

预算的５０３％,下降２４３％,主要是收入下降导致

支出相应减少;加上补助市县支出、调出资金等后

为总支出,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２４８７９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３３％,增长９．６％;预

算支出执行２３６３８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１％,增长

１０２％.当年收支结余１２４１１亿元,年末预计滚

存结余３０２５３２亿元.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

成１３００５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９％,增长１６２％;

预算支出执行１３３２０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９％,

增长１３８％.当年收支缺口３１４５亿元,年末预

计滚存结余１６６７０５亿元.

(五)债务情况

１总体情况

２０２３ 年 我 省 争 取 到 各 类 政 府 债 券 规 模

１２７４７４ 亿 元,同 口 径 增 加 １６７９ 亿 元,增 长

１３％,其中:新增债券８２９亿元(一般债券２２６亿

元,专项债券６０３亿元);再融资债券４４５７４亿元,

全部用于偿还政府存量债务.２０２３年１１月底,财

政部下达我省的政府债券额度全部发行完毕.

根据财政部最新通报,全 省 政 府 债 务 率 为

７８９％,低于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率,风险水平总体

可控.但政府债务区域分布不均衡,全省政府债务

主要集中在市本级.

２新增债券用途

２０２３年,一般债券在优先保障乡村振兴、基础

教育、污染防治等重大战略前提下,综合考虑财力

状况、债务风险等因素进行分配,重点兜牢基本民

生保障底线.专项债券在优先保障铁路公路机场

等交通基础设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的前提

下,综合考虑各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项目储备规

模和质量、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债券支出进度等因素

进行分配,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保障.

全年省本级留用１６２６２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６２６２亿元,较预算减少２６亿元,专项债券１００

亿元;转 贷 市 县 ６６６３８ 亿 元,其 中:一 般 债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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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３８亿元,较预算增加２６亿元,专项债券５０３

亿元,即省本级２０２３年一般债券２６亿元调整到

太原市、晋中市、长治市.

(六)落实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预算决议及

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省财政认真落实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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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支撑.

１集中财力保障重大战略

聚焦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多措

并举、不折不扣保重大战略.健全完善保障机制.

提请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大事要事财政政策保障

支持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立省级财政大事

要事保障抓落实工作机制,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转型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政

策”等大事要事保障清单,２０２３年年初新增和统筹

资金７２４４亿元,全力支持清单内项目建设.印发

«关于开展２０２３年省级部门大事要事项目绩效监

控工作的通知»,试点对大事要事保障清单内项目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实施动态跟踪监控.用足用好

专项债券.２０２３年财政部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券

规模８２９亿元,其中专项债券６０３亿元,增加２０亿

元.建立专项债券项目常态化储备、联合会商和督

导调度机制,强化工作协同协作,严格项目前置审

核,提升项目谋划水平.创新发行３７１亿元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题专项债券.这些

债券资金重点投向集大原及雄忻高铁、汾石及临浮

高速公路、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社会事

业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力支持全省重大

战略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支持保障“一泓清水入黄

河”工程.组建财政工作专班加强统筹协调,运用

财政保障清单和工程项目管理台账,细化支持举

措,压实管理责任,２８５个项目累计到位各类资金

近３００亿元.制定“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资金筹

措方案、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项目资金监督办

法,构建起工程项目从资金筹措、绩效管理到财政

监督的全流程闭环管理“１＋２”政策体系.指导协

同市县制定资金筹措“一县一方案”,全面完成６０

个县和４个领域跨市域资金筹措方案的备案审核

工作.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下达８４亿元支持怀

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国家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

以及省校合作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安排２０亿元支持“晋创谷太原”、７亿元支持大

同中关村科技园建设.采用“揭榜挂帅”模式,下达

省级科技专项资金２２亿元,着力支持我省在“卡

脖子”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攻关.下达

２８６亿元,支持引进博士及博士后研究人员等高

层次人才.扎实推动经营主体倍增.安排５３６亿

元支持经营主体发展,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

在授权范围内延续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下调政策,

明确重点群体和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

巩固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清零成果.全年新

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过４００亿元.积极发挥

财政金融联动机制效用,通过财政资金、政府债券、

政府投资基金和政策性银行贷款等多元化投入方

式,支持项目实施.继续完善政策宣贯机制,多维

度做好政策宣传工作,推动相关政策应知尽知、应

享尽享.积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持续采用预

留份额、价格扣除、评审优惠等手段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精心服务特色专业镇培育.安排５亿元省

级培育特色专业镇发展资金,支持首批特色专业镇

主导产业培育.研究制定«高效发挥财政职能推动

专业镇奋勇争先加快发展工作方案»«“云会计走进

专业镇”专项行动工作指引(试行)»,组织专业镇服

务分队和云会计服务团队上门调研服务,全力推动

专业镇工作尽快见到实效.加快助力重点产业链

起势.印发«重点产业链培育激励方案»,聚焦产业

链企业培育、关键环节招引、协作配套强化、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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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提升等４大领域,出台１０条财政支持政策

措施.从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资金

１５亿元(２０２３年－２０２５年,每年５亿元),对重点

产业链培育给予支持,进一步提升重点产业链核心

竞争力.

２全力以赴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生支出只增不减.

全年民生支出５００１７亿元,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７８８％,增长７２％,增支３３７２亿元.省

级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新增１５８７亿元支持

１７项民生政策提标扩面,下达９６８亿元支持办好

１２件民生实事.积极支持就业创业工作.下达就

业专项资金１８１３亿元,统筹用于支持重点群体就

业创业、职业培训、高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力

支持高等教育发展.安排２０２３年度高等教育“百

亿工程”专项资金３０亿元,支持高校“双一流”建

设、高端人才引育和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省属高

等院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标准,２０２３年基本支出

比２０２２年增加１２６亿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下达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５９１亿元,

切实保障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持续

提高基金统筹层次,实现工伤和失业保险基金省级

统收统支,确保各市工伤和失业待遇及时发放.完

成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工作,全

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

每人每月１１８元提高到每人每月１２８元,失业保险

金标准计发比例调整为山西省一类最低工资标准

的９０％.足额保障健康山西建设资金.全年下达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２５８４亿元、下达重大

传染病防控经费４０４亿元,大力支持我省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下达２０２３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财政补助１３２２１亿元.下达２０２３年医疗服

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１８７９亿元,重点支持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医疗卫生机构能

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等.支持保障医疗

卫生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安排１亿元支持中医药

强省计划,投入４５７亿元支持山西白求恩医院、山

西省肿瘤医院和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支持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全省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６１０元提

高到６４０元.支持生态保护与修复.投入近１１０

亿元持续巩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深

入开展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推动实施汾河

流域上下游相邻两市水生态双向补偿机制,探索建

立桑干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有效促进

流域水环境改善.大力支持文化强省建设.研究

制定«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管理办法»,

持续加大省级资金投入和对市县的转移支付力度.

全方位落实文旅康养经营主体倍增激励政策,设立

文旅康养奖补资金,下达省级专项资金３６７亿元,

大力支持省级文旅康养示范区、集聚区、重大文旅

康养项目建设和“链主”企业发展,促进和带动全省

文旅康养经营主体发展.全力支持文旅产业繁荣

发展,下达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２５８亿元,继续

实施“引客入晋”奖励和 A级景区门票优惠财政补

贴政策,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省市两级文旅部门开展

文旅资源宣传推广.设立省文物保护基金,支持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构建多元、稳定、可持续

的经费筹措机制.下达省级文物保护资金２１６亿

元,重点推进云冈学建设和珍贵文物数字化保护.

３持之以恒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及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用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坚决守好粮

食安全底线.下达资金３８１５亿元,抓好抓实耕地

地力补贴、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

惠农直接补贴政策落实.下达资金２５８２亿元,支

持我省１８５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下达资金１１

亿元,支持开展种业振兴行动.推进农业产业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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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统筹中央和省级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乡村

振兴资金２５亿元用于农业产业项目,重点实施农

业全产业链、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林文旅康养等产

业融合项目.下达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１４７９

亿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推动农业保险

持续“提标、扩面、增品”.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做好水利领域财政资金管理,出台«水利发展资金

管理办法»«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

理实施细则»«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

奖励办法(试行)».安排４０１５亿元支持防洪能力

提升、水库除险加固、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安排

２２６亿元支持大小水网建设、大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农村水价综合改革.安排１１８６亿

元支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五湖”生态保护与修

复、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等.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保持过渡期内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规模稳中有增,下达

衔接资金８０３５亿元,资金分配向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倾斜,优先用于支持联农富农特色产业发展.

不折不扣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脱贫人口增收要

求,２０２３年省级继续新增投入１０２２亿元,足额保

障增收政策资金落实到位.扎实开展消费帮扶,积

极落实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政策,２０２３年

全省共预留面向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购份额８６４０

万元,全年采购１９亿元,完成预留采购份额的

２２０％.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下达农村公益事

业建设资金１０７亿元,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逐步建立起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共享、共治、共管

机制.下达资金３８亿元,支持建成一批村庄美、

村民富、村风好、产业强、村集体经济有活力的美丽

乡村.下达资金１亿元支持打造红色美丽村庄.

下达乡村环境治理补助资金３１亿元支持全省各

地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下达资金２０５亿元支

持介休市、稷山县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探索创新富民产业发展机制、数字乡村发展机制、

乡村人才振兴机制和乡村治理机制.

４坚守底线防范化解风险

优化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机制,修订印发«新增

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办法»,立足保障省委、省政

府重大战略部署,综合考虑财力规模、项目储备、债

务风险、管理绩效等因素,合理控制各级政府债务

规模,持续引导市县做好促发展和防风险两方面工

作.完善隐性债务化解激励机制,省级安排化债引

导资金,鼓励全省积极化解存量债务.分类施策推

动重点领域风险化解,针对高风险等级市县,指导

逐一制定化债方案;针对铁路、高校及棚改等风险

突出领域,指导提出风险化解措施.继续逐级开展

“三保”预算审核,健全完善“定期报告＋重点关注”

的财政运行监测机制,２０２３年全省县级“三保”实

际支出１５３６亿元,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全力做

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相关工作,设置省级

兜底清偿措施,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指导市县财

政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统筹用好专项债券清欠政

策窗口,多渠道筹措还款资金.

５守正创新持续深化改革

坚持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瞄准体制机

制运行中的堵点、痛点,在创新财政管理、提高资金

效益上持续聚焦用力、深化改革,不断提升财政管

理效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省以下财

政体制改革,研究制定我省改革方案.进一步加大

省级收入下放市县力度,从体制层面增强基层财政

保障能力.进一步规范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采

取分类分档方式差别化确定市县级财政支出责任,

根据分档结果确定省市县各级分担比例,实现同一

市、县(市、区)不同领域的财政支出责任分担比例

统一.进一步深化省直管县(市)财政管理体制改

革,增强省对县级的财力和资金支持.深化预算管

理改革.紧紧围绕规范预算编制执行、优化支出结

构、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等方面,省级财政做好日常

指导和动态监测,强化考核激励,督促县区加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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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财政管理能力水平,在财政部２０２２年度县级财

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中,全省１５个县进入全国前

２００名,较２０２１年增加１１个,获得中央奖励资金

５０００万元.强化支出标准建设和应用,累计制定

出台３１项项目支出标准,建立健全内容完整、结构

优化、定额科学、程序规范、修订及时的财政项目支

出定额标准体系.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为

载体,将支出标准、控制规则等深度嵌入信息系统,

全面提高预算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水

平,实现资金从预算安排源头到使用末端全过程穿

透式监管.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约

束,选取５６个重点支出项目、政策及部门整体开展

重点绩效评价,选择襄垣县开展政府财政运行综合

绩效评价试点,共涉及财政资金３５００７亿元,并将

评价结果作为完善政策、安排预算、改进管理的重

要依据.持续深化税制改革.启动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政策修订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地方税专项调研,全面摸清我省政

策执行情况,为下一步清理和完善地方税政策打好

坚实基础.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认真落实中办、

国办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制定出台我

省实施方案,配套建立财会监督工作协调机制,着

力构建财政部门主责监督、有关部门依责监督、各

单位内部监督、相关中介机构执业监督、行业协会

自律监督的财会监督体系.开展财经纪律重点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印发«关于做好财经纪律重点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有关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加力

推动问题整改.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深

化财政其他领域改革.扎实开展电子凭证会计数

据标准和小微企业会计数据增信标准试点工作,加

快建设现代会计管理工作体系.印发«关于加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社会中介机构代理会计服务

工作的意见»,持续加强会计处理规定、核算具体指

引、会计准则制度贯彻力度.印发«关于盘活全省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工作方案»,在全省范围

内加力盘活行政事业单位闲置和低效运转资产.

以构建国家－省－市三层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架

构为抓手,着力推进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下达５７２

亿元用于对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

保费补贴和资本金补充,切实降低融资担保机构成

本.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印发«关于完

善省属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对省

属金融企业实施“一企一策”对标考核,筹集资金支

持设立山西农商联合银行.印发«关于进一步夯实

采购人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新型采购人制度的通

知»,夯实采购人对政府采购质量、价格和效率的主

体责任.研究制定政府采购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暂

行办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

购评审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科学制定评价指标体

系,加强对评价结果的运用,强化奖优罚劣机制,规

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管理,不断夯实政

府采购制度体系.

二、２０２４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２０２４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财政预

算工作十分重要.２０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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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代表所提意见建议已充分

吸收并积极体现落实到了２０２４年预算草案中.

(一)２０２４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强化争取支持,用足用好中央资金政策.

继续发挥好争取中央政策资金工作专班职能作用,

积极对接国家部委,全力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地方

政府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方面资金支持,加强

配套资金保障,支持重大项目在我省落地实施.特

别是用好我省举债空间,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

规模.

二是强化财力统筹,集中财力保战略保民生.

充分考虑２０２４年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以及新增财政支出需要,科学制定收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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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安排统筹各类财政资源,围绕省委、省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编制５张大事要事保障清单,安排

８０６７亿元,支持我省转型发展、教育科技和人才

支撑、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三是强化过紧日子,严控“三公”经费和一般性

支出.２０２４年省级“三公”经费预算在连续１０年

压减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只减不增,预算安排３２６

亿元,减少００１亿元,下降０３％.对行政参公单

位、部门预算执行进度低于８０％、审计查出问题部

门的一般性支出分别压减５％,共压减支出１５

亿元.

四是强化零基预算,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在省直各部门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配合下,共取消

压减１５４７亿元,其中,对存量项目支出进行全面

清理,取消 ２０２４ 年政策到期项目、一次性项目

８４１亿元,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以及通过分年

度安排减少支出７０６亿元,腾出的资金用于保障

省委、省政府决策的各项新增重点支出.

五是强化项目储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牢固树立项目是第一支撑的鲜明导向,聚焦政策方

向、主导产业、区域发展加强项目谋划和储备,以高

质量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要求部门项目支

出年初预算到位率达到７０％以上,并提前下达市

县２０２４年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比例不低

于９０％和７０％,确保２０２４年预算年度开始后,财

政资金即可形成有效支出.强化财政资金绩效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助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二)２０２４年收支预算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４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５８３５２亿

元,较２０２３年完成数(下同)增长３％.其中:税收

收入２７１７９５亿元,增长６３％;非税收入８６５５７

亿元,下降６２％,主要是２０２３年全省各级加大挖

潜力度,基数较高.

２０２４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６５２７１５亿

元,比２０２３年预算增长２２％(同口径,下同).资

金来源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５８３５２亿元,转移

性收入２００５９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１４０

亿元,预计上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等收入８７４４８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等支出７６７５亿元.主要支

出项目安排情况是:教育支出９２７４８亿元,增长

３４％;科学技术支出１１５５４亿元,增长２３％;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１５６７亿元,增长１１％;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０６６２亿元,增长２３％;卫生健

康支出 ５０４８ 亿元,增长 ３９％;节能环保支出

２０１５３亿元,增长１８％;农林水支出６６０４６亿

元,增长 １８％;住房保障支出 １７２７２ 亿元,增

长０５％.

２０２４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５０亿元,

增长 ３７％.其 中:税 收 收 入 ８６３ 亿 元,增 长

９３％;非税收入１８７亿元,下降１６３％,主要是罚

没收入和耕地开发项目专项收入减少.

２０２４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２０４９３亿

元,增长３２％.资金来源为:省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１０５０亿元,中央补助收入２００５９亿元(包

括返还性收入１７０１４亿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１７４１０３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９４７３亿元),市

县上解收入１３０４１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６８６３亿元,债务收入１４０亿元,预计上年结转收

入９１１７亿元,调入资金２４１６亿元,减去上解中

央和补助市县及债务转贷等支出２４０５３４亿元.

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教育支出１９２３１亿元,

增长１２３％,主要是高等教育“百亿工程”和省属

高校生均拨款经费增加;科学技术支出３８２４亿

元,增长３３％;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９１３４亿

元,增长３２％;卫生健康支出３０３１亿元,增长

３８％;节能环保支出２０１２亿元,增长１３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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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增加;农林水支出

９５３亿元,增长１０％.

２０２４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２２３２７亿元,

其中:一般转移支付１９４９６７亿元,主要包括共同

事权 转 移 支 付 ６７９６１ 亿 元,均 衡 性 转 移 支 付

７１７０７亿元,固定数额补助１４１１４亿元,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１１８０７亿元等;专项转

移支付 ２２１３１ 亿元;对市县返还性支出 ６１７２

亿元.

２０２４年省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３２６亿元,较２０２３年预算减少００１亿元,下降

０３％.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０３４亿元,公务

接待费０３２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

２６亿元.

按照预算法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在省人民

代表大会批准省级预算草案前,参照上年同期预算

支出数额安排了省直部门基本支出、项目支出４３

亿元,以保障本年度正常人员工资支付、机构基本

运转和社保基金补助等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支出;

并提前下达下级转移支付１８６１９６亿元,包括一般

转移支付支出１７２９５４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７０７

亿元,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２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４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６５５８９亿

元,加上中央补助收入１６７亿元,预计上年结转收

入８１０６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１７８亿元,收入总计

为９３１６５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４７５２９亿元,增长４９％.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总计９３１６５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７９７５９亿元,调出资金１０６９８亿元,专项债务还

本支出２７０８亿元.

２０２４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７９３１亿

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１９９１亿元,预

计上年结转收入０６亿元,调入资金３７亿元,专

项债务收入１７８亿元,收入总计２８１５２亿元.省

级主要安排项目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３０

亿元,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３５亿元,

彩票公益金收入８７４亿元,车辆通行费５３９亿元

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

计２８１５２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１２３４７亿元,补

助市县支出２４１３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１３０３亿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３６２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４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７３亿元,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５亿元和预计上年结转收入

８０７亿元,收入总计８３５２亿元.全省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８３５２亿元,其中,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６３０１亿元;调出资金２０５１亿元.

２０２４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５５亿

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５亿元和预计上年结转

收入０８７亿元,收入总计５８３２亿元.省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５８３２亿元,其中:省本级

预算支出３９３７亿元,补助市县支出２４５亿元,调

出资金１６５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２４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２６０７０７

亿元,预 算 支 出 ２５３４６ 亿 元,收 支 结 余 ７２４７

亿元.

２０２４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３６６３６

亿元,预算支出１４１７０８亿元,收支缺口５０７２亿

元通过基金历年结余资金弥补.

５政府债务收支预算

财政部已下达我省２０２４年提前批新增政府债

务限额３１８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１４０亿元(含市县

外债转贷额度３８７亿元)、专项债务１７８亿元.一

般债务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专项债务以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省本级拟留用

７２３３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２４６３亿元,拟用于农

村公路６４亿元、“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６１

亿元、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５亿元、高等院校基

—２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１　



础设施４亿元、区域医疗基础设施３１３亿元.专

项债务４７７亿元,拟用于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

改扩建１３亿元、汾石及临浮高速公路２５亿元、集

大原及阳涉铁路４３８亿元、职业院校基础设施及

高等院校学生宿舍２５２亿元、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１８亿元、大水网工程１亿元.其余２４５６７亿元

拟转贷市县,其中:一般债务１１５３７亿元,专项债

务１３０３亿元.

我省未来三年到期债券比较均衡,偿债风险可

控.２０２４年到期７３５２２亿元(省本级１５９４６亿

元),其中:本金５０３２２亿元、利息２３２亿元;２０２５

年到期７６５６５亿元(省本级１４６５７亿元),其中:

本金５５１５５亿元、利息２１４１亿元;２０２６年到期

８３７７９亿 元 (省 本 级 １８１３ 亿 元),其 中:本 金

６４３３８亿元、利息１９４４１亿元.

以上预算安排的具体情况详见«二〇二三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二〇二四年全省和省本

级预算草案».

三、完成２０２４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２４年,全省财政部门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省委部署的九方面重点任

务,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的要求,多措并举抓收入,精准施策促发展,倾心尽

力保民生,守正创新强管理,未雨绸缪防风险,更加

充分发挥财政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全力以赴服

务山西高质量发展.

(一)着力推动开源增收,进一步夯实财政之基

一是持续推进财源建设.推动国家延续实施

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确保各项税费

优惠精准直达、效应充分释放,实现“放水养鱼”“水

深鱼归”的良性循环.动态掌握经济税源底数、税

源结构分布情况,及时关注重点税源和新增税源企

业经营状况,帮助解决发展问题,保持税源稳中有

增.调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对现行税制中煤炭

和煤成(层)气两个品目的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进

行调整,将煤炭资源税税率与其他产煤大省进行协

同.二是科学精准组织收入.紧紧围绕“经济、政

策、征管”三大因素,科学开展收入形势分析研判,

及时查找组织收入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点以及增

收潜力点.加强收入征管,强化上下联动、横向互

动、多方协作的收入共治机制,全过程、全环节抓好

收入组织,严防“跑冒滴漏”.坚持“抓大不放小”原

则,进一步加强财税联动,全面收集各行业经济数

据,加强对重点税源、重点企业监控和分析比对,督

促营利性组织依法纳税.进一步深挖非税潜力,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促进房地产发展政策,激发土地交

易市场活力,抓好土地出让相关收入收缴工作.出

台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办法,合理调节矿业资

源收入.进一步加强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引导省属

企业逐步建立科学稳定的利润分配机制.三是加

力对接中央政策.进一步健全完善争取中央政策

资金工作机制,深入研究国家政策,积极对接国家

部委,动态反映有利于我省的分配因素和建议.牢

固树立项目化思维,紧扣中央政策主线和我省发展

需求,分类分项谋划储备符合中央支持政策的项

目,全力争取专项债券、国债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

和试点示范等竞争性分配项目资金,推动更多国家

试点示范项目在我省落地.加强到位资金管理,督

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

成实物工作量,以更好的资金使用效益争取更多的

资金支持.

(二)全力保障大事要事,进一步增添发展之力

一是打好精准支持服务“组合拳”.全面落实

财政大事要事保障抓落实工作机制,２０２４年预算

编制５张大事要事保障清单,支持我省转型发展、

教育科技和人才支撑、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

民生等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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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减税降费工作专班,健全完善全链条政策执行机

制,进一步加强宣传解读,不断提升公众对税费支

持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优

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支持国有企业高质

量发展.修订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持

续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给予补偿,

引导金融机构信贷资源流向中小企业.加力拓展

政采智贷业务,持续为中标政府采购项目的企业提

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融资服务,推动优化银行传

统综合授信模式,实行单笔单批,促进融资过程更

加便利高效.大力支持教育、科技和人才发展,安

排４０亿元深入实施高等教育“百亿工程”,安排资

金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平台基地建设、企业研

发投入奖励等;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用心用

情落实人才待遇、优化人才服务,吸引汇聚更多优

秀人才.

二是打好促进转型发展“组合拳”.坚持把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大

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２０２４

年,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在２０亿元的基础上,规

模再增加５亿元.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坚持集群化发展,聚焦加快改造提升、做强做优

传统优势产业,完善财政奖补政策和财政金融联动

扶持机制,支持煤炭、钢铁、焦化、有色、建材、传统

制造等加大技术改造提升力度,拓展精深加工,丰

富产品类型,增强基础产业对经济的重要支撑作

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聚焦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现代煤化工、

现代医药、通用航空等产业支持引进和培育龙头企

业,加快壮大产业规模.研究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

电价接续政策,配合省工信厅制定出台«山西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奖补方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

作用,以科技含量高、引领作用强、成长潜力大的战

略性新兴企业为重点进行奖补.强力推进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大力支持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

产,切实保障高标准办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用好数字经济专项资金,支持加快发展信创、半导

体、光电子信息、智能终端等核心产业.高标准完

成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试点和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助力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发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引导扶持作用,

综合运用奖励、补助、贴息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上

规升级、规范化股份制改造和“专精特新”发展.毫

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进一步支持加强安全生产预

防、重点灾种防范、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三是打好稳投资促消费“组合拳”.聚焦更好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完善财政性资金竞争

存放指标体系,将支持我省重大战略重大项目作为

资金存放的重要依据,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更多投向

“大事要事”.用好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

作资本金范围的政策,强化财政金融联动.发挥财

政资金和国有资本的引领作用,按照“政府与市场

双驱动”原则,优化传统的财政补贴、奖励等转移性

投入方式,借助各种基金、开发性低息贷款、融资担

保等金融工具,吸引更多金融资本和民间投资流向

重大项目建设.落实好国家及我省恢复和扩大消

费的系列政策,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

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结合实际研究出台消费补助、消费信贷、门票

优惠、企业奖补等扩大消费政策,进一步激发消费

活力.

四是打好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组合

拳”.坚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２０２４年－

２０２７年,省级将累计筹集资金１０２亿元,支持全省

建设１０００个以上精品示范村、１００００个以上村实

现提档升级.安排资金１９亿元,对践行“千万工

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效明显的市县进行奖

补.支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

一步推动转移支付、要素配置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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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挂钩.支持太原率先发展,建设国家区域中心

城市.支持大同打造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

建设国家区域重点城市.支持各市加强与中部城

市群协同联动,加快产业、要素和人口集聚,实现良

性互动、竞相发展.积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

实施种粮农民补贴政策,在产粮大县实施小麦玉米

完全成本保险财政补贴全覆盖,支持大豆油料作物

扩种,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支持力度,适当提高高标

准农田财政亩均投入标准.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

农,支持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一

二三产业融合等,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

民持续增收.

五是打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组合拳”.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扎实推进吕梁山山

水工程建设,支持实施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示范工

程.支持“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省级统筹各类财

政专项资金、政府债券资金５０５亿元,全力保障工

程项目实施.完善重点生态区、生态脆弱区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六是打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组合拳”.推

动设立山西省艺术基金,支持打造文艺精品,展现

山西文化实力.安排奖励资金３４５亿元,引导撬

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省级文旅康养示范区创建及

重大文旅康养项目建设.安排专项资金３１６亿

元,加大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支持力度.

全力支持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性支柱产

业和民生幸福产业.

(三)倾力保障改善民生,进一步织密保障之网

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四个

不摘”“一个不变”要求,切实加大衔接资金投入力

度,２０２４年预算安排省级衔接资金投入超过３２亿

元.省级继续安排１０２２亿元,支持脱贫人口增收

若干政策落地落实.在中央安排３８亿元基础上,

省级配套安排１１４亿元,支持７６０个村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二是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大力

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统筹运用税费减免、社保补

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多渠道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

人创业就业.推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

等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支持国有企业扩大高校毕业

生招聘规模,稳定扩大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充

分发挥财政政策促进就业、提高收入作用.三是完

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省级统筹.全力支持实施“建高地、兜网底、

提能力”强医工程.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

由人均８９元提高至９４元,推动健全公共卫生体

系,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积极推进社会保险参保扩面,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由每人每月１２８元提高到每人

每月１３６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

增加３０元.为８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

贴.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低保和困难家庭保障扶持措施,探索建

立“政府救助＋慈善帮扶”有效衔接机制.安排足

额资金支持办好１５件民生实事.五是强化民生资

金监管.建立健全重大民生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建

立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相衔接的民生支出清单管

理制度,强化民生事项事前论证评估,规范履行民

生支出责任,确保财政当期可承受、长远可持续.

(四)聚力强化基础管理,进一步推进创新之举

一是进一步强化改革意识,全面深化财税改

革.着力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深入推进预算支出

标准体系建设,完善“综合定额＋单项定额”的公用

经费定额标准体系,建立“财政标准＋部门标准”的

项目支出标准体系,更好发挥支出标准在预算编审

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加快推动预算管理一体化建

设,构建对省级部门预算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全面

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全省财政运行监测机制,完善

监测指标,及时通报监测信息,跟踪问题处理结果.

坚持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将预算绩效管理由树

立理念、搭建框架、拓围扩面,向夯实基础、突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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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质增效转变,加强重点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

应用,持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扎实推进暂付

款清理,坚持预算法定原则,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

出,严禁违规新增暂付款.建立健全监测机制,对

余额居高不下或新增暂付款规模较大的市县及时

督导,推动加快消化存量暂付款.着力推进省以下

财政体制改革.认真落实我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

财政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将环境保护税等６

项税费的省级分成部分下放为市县收入,从体制层

面增加市县可用财力.进一步规范共同财政事权

支出责任,按照减轻基层负担、体现区域差别的原

则,将全省１１７个县(市、区)划分为五档,并根据分

档情况差别化确定省市县级财政支出责任.适当

提高省级负担比例,帮助基层减轻支出压力.规范

收入分享方式,取消部分设区市按企业隶属关系划

分收入的做法,做到属地管理、规范统一.严格转

移支付设立程序,健全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加强

转移支付动态管理.科学分配转移支付资金,加大

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切实增强市县可统筹财

力,提高财政困难县“三保”保障能力.深化省直管

县(市)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除６个体制型省直管县

(市)以外,将其余８５个县(市,不含市辖区)纳入资

金型省直管县(市),为增强县级财政保障能力创优

财政体制环境.加快推进市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

作,重点改革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

转移支付管理等,推动建立健全县级财力长效保障

机制.

二是进一步强化规矩意识,全面严肃财经纪

律.认真落实我省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

施方案,从保障政策落地、监督政策见效、推动政策

完善等方面加强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健全完善

财会监督工作机制,进一步整合监督资源,加强监

督联动,着力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联动、贯通协调的

财会监督新机制,持续提升各类监督同题共答、同

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协同效应.聚焦重大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财经纪律执行、会计信息质量、会计评估

行业规范等四项重点任务,继续组织开展财会监督

专项行动.

三是进一步强化绩效意识,全面提升资金效

能.严格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健全完善“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严格绩

效目标设定审核,选择覆盖面广、影响力大、关注度

高、实施期长的项目做好重点绩效评价,推动将绩

效结果作为预算安排、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

依据.健全预算安排与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预算执行进度、部门存量资金规模、项目绩效管

理、项目细化程度、审计查出问题相结合的激励约

束机制,强化部门单位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源配

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五)加力防范财金风险,进一步筑牢安全之堤

一是优化管理防治并重,确保债务风险可控.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全链条债务管理机

制,健全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积

极做好主动对接工作,争取更多化债政策和资金支

持.推进“省负总责、市县尽全力化债”的工作机

制,落实“一省一策”山西化债方案,确保各项化债

措施落地.指导市县通过自身努力,统筹各类资金

资产资源和支持性政策措施,加大过紧日子力度,

腾出更多资金化债.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和投资主

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严堵违法违规举债融资“后

门”,加强风险源头管控.

二是坚持“三保”支出优先顺序,筑牢兜实“三

保”底线.坚持“县级为主、市级帮扶、省级兜底”的

原则,优先使用稳定可靠的经常性财力安排“三保”

支出,确保基层“三保”不出问题.不断前移预警关

口,动态监测“三保”支出、库款保障水平等关键指

标,对因落实国家重大政策、出现突发事件等导致

收入下降较多、“三保”支付保障压力大造成库款运

行困难的市县,省级适当给予应急调度,避免发生

“三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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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认真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快推进地方金融

机构改革化险.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切实履行

省属金融企业出资人职责,推动省属金融企业加强

优质金融服务,着力打造现代化金融机构.推动金

融企业完善法人治理,指导企业进一步规范权力运

行,制定权责清单,加快推进省属金融企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格落实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责任.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４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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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自觉接受省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省

政协的意见和建议,解放思想、坚定信心,真抓实

干、锐意进取,不断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为扎实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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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罗

清宇所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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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工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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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

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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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按照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不断提高立法和监督水平,充分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积极进取、真抓实干,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贡献人大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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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罗清宇

各位代表:

我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议.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本届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在省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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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认真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贡献了人大力量.

一年来,常委会把牢政治方向,强化责任担当,

注重工作实效,审议法规案２４件,作出决议决定４

项,审查批准设区的市法规４６件,听取审议工作报

告１８个,开展执法检查５次,审查报备的规范性文

件３８件,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５０人次,组织宪

法宣誓９批.去年７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来晋调研时,对省人大

常委会工作及自身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常委会多

项工作在全国交流推介.

一、旗帜鲜明讲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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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

重大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保证.常委会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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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党员干部受到全面深刻的政治

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完善以党组中心组理

论学习制度为牵引的学习制度体系,严格落实“第

一议题”制度,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深切感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进一步深

化了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领悟,筑牢了做到

“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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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常委会全面学习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

和实践要求,深入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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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人事任免办法和地方立

法条例,作出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修改

常委会议事规则,审议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

订草案并提请本次大会审议,召开全省人大学用交

流会,把党中央对人大工作的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

到实处.

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修改常委会

党组向省委请示、报告、报备事项清单,明确２３项

具体事项,全年就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要事项、重

要情况主动向省委请示报告４５次.完善常委会会

议重要议题党组事先讨论决定机制,发挥党组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首次以政治建设为主题

开展新一届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题培训,提升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化对党忠诚、为

民履职的政治自觉.

二、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以高质量立法推动

高质量发展

常委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

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

立法权,有序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各领域立法.

编制五年立法规划是履职第一年的重要任务.

常委会聚焦“两个基本实现”目标,围绕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建

设、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广泛征求意

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协商,编制形成了省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报请省委批准并转发实

施,及时召开全省立法工作会议推动贯彻落实.

紧扣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推进立法.

制定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重点对市场主体平等

准入、创业创新、政务服务等作出规定.审议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助力制造业振兴升

级.继出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之后,修改

节约能源条例,为推进能源革命提供法治支撑.制

定湿地保护条例,修改河道管理条例,开展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立法调研,为落实重大国

家战略提供法治保障.修改道路运输条例,审议土

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修订草案,服务营商环境改善和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和社

会领域立法.制定平安建设条例,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和谐稳定.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加

强对网络直播营销等新型消费业态的监管.修改

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地方病防治条例,以更严的

标准和监管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制定城乡

垃圾管理条例,以法治方式促进人居环境改善.制

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需要.修改档案管理条例,推动管好用好

档案资源.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

常委会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

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在省委领导下,发

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确定立法选题、组织法规起

草、重大问题协调、审议把关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与

有关方面合力做好立法工作.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制定立法意见建议反馈办法,

修改立法听证、论证、评估３个工作规定,健全立法

研究咨询基地工作机制.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建

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要求,修改基层立法联系点

工作规定,目前已建立２７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进一

步畅通基层和群众参与立法工作的渠道,确保立法

更接地气、务实管用.

三、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

改革攻坚任务

常委会牢牢把握人大监督的政治定位和法律

定位,坚持围绕中心、贴近民生,实行正确监督、有

效监督、依法监督,保证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保

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保证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得到维护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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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经济工作监督.听取审议“十四五”

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跟踪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

况并形成季度分析报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

标任务完成.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执

法检查,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业和传统装备制造业发

展提升情况,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

育壮大.听取审议经营主体提升情况报告,调研外

来投资促进条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条例实施情

况,继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持续助

力经营主体增量提质、政府履约践诺、监管公开透

明、政务效能提升.听取审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报告,开展农作物种子条

例执法调研,专题调研“四好农村路”和“一号旅游

公路”建设推进情况,为推动全省农业更强、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发挥作用.

认真开展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

督.听取审议决算、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查批准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预算调整方案,听取审议审计工

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依法管好财

政资金.听取审议财政转移支付、政府债务管理情

况报告,助力提升资金使用绩效,防范化解债务风

险.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工作五年规划,听

取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并开展专题询

问、满意度测评,审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专项报告,调研省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中的土

地、房屋出租出借情况,促进国有资产管理法治化、

规范化、科学化.发挥预算、国资联网监督平台作

用,监督更加精准化、常态化.根据全国人大安排,

对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重点、

途径、方式进行探索研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为全

国人大推进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围绕加快建设美丽山西加强监督.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听取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情况报告,调研全省草原资源生态保护情况,

推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贯

彻全国及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增加汾河保

护条例执法检查,持续助力“一泓清水入黄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监督.山西历史

文化遗存丰厚,承载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常委会从“两个结合”的高度,认识文物保护利用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意义,开展文物保护法及

我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听取审议文化和旅游融合

创新发展情况报告,为传承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

信贡献力量.

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监督.听取审议全

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报告,推动培养更多技能

人才.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法及我省条例实施情况

专题调研,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开展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执法检查,推动加快构建家庭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民生大事.常委会听取

审议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报告,调研防震减灾条

例实施情况,助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听取审议

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关工作情况报

告,专题调研法律援助工作情况和公安机关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情况,开展社区矫正法执

法调研,促进司法公正、保障人民权益.

四、尊重代表主体地位,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高度拓展和深化代表工作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尊重

代表权力就是尊重人民的权力,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就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常委会全面加强代表工

作制度机制建设,更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加强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健全完善常委会

组成人员联系代表机制,制定«省人大常委会邀请

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并组织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

办法»,修改«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加强同省人

大代表联系办法»,推动联系的经常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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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７２人次,召开列席

代表座谈会４次,２４３人次参加立法调研、起草、论

证、评估工作,２１４人次参加执法检查、计划和预算

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工作调研等,拓

展了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支持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制定«省人大常

委会进一步落实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制度

的意见»«省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

办法»,丰富联系的内容和方式.全年组织代表

５１８人次围绕３６项内容开展了专题调研.围绕建

好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调研,召开全省工作

会议,推动“硬件”提档升级、“软件”提质增效,支持

代表贴近人民群众,听取意见呼声.目前,我省建

成１３９０个联络站、３７３７个联络点,实现乡镇、街道

全覆盖.

加强代表履职服务保障.举办３期省人大代

表履职专题学习班,通过连任代表介绍经验、交流

互动,增强了培训实效.畅通代表知情知政渠道,

定期通报工作情况,提供信息资料.健全代表履职

经费保障机制,增加代表活动经费,提高无固定工

资收入代表履职补贴标准.开展“三晋人大代表采

风行”,反映履职实践、激发履职活力.加强与在晋

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系,增加集中视察、专题调研的

组织次数,常态化邀请参加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会

议和活动.

提出议案建议是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内容,办

理代表议案建议是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建立集

中交办、重点督办、跟踪落实、结果反馈闭环办理机

制,事关全局、代表普遍关注的重点办理建议由常

委会副主任牵头督办、副省长领办.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团交付的１６件议案已全

部审议处理完毕,其中１４件议案涉及的３个立法

项目已审议通过,其余的列入立法计划或作为重要

参考,７５３件建议相关承办单位已办理完毕并答复

代表.开展代表优秀议案建议评选工作,选编优秀

议案建议和答复案例,推动内容高质量、办理高

质量.

一年来,各位代表政治立场坚定,依法为民履

职,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凝聚了力量、作出了贡献,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

的光荣使命.

五、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政治能力

和履职水平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四个机关”的要

求,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思想、组织、

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努力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

满意.

全面加强人大党的建设.贯彻落实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修订完善党组工作规则等１２项制

度,召开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定期听取机关党组、分

党组工作汇报,层层压实责任.大力倡导务实作

风,修改«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实施细则»,并严格抓好落实,坚决防止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修改«关于加

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主任会议成员、各

机构深入基层、注重实效开展调研１７０多次.坚持

严的基调不动摇,扎实推进“清廉机关”建设,支持

派驻纪检监察组履行职责.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

任制,守好人大意识形态主阵地.坚持新时代好干

部标准,提升能力素质,激励担当作为,机关集体参

谋助手作用进一步发挥.

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常委会着力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

立法、监督等工作的各个环节,都通过调研、座谈、

论证等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发挥人大工作

与理论研究会作用,加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

究阐释.用好山西人大杂志、«人民代表报»、山西

人大网等阵地,常态化举办新闻发布会,加强对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宣传.完善人大信访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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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９５８件次,办理代表转递的

信访事项６５件,推动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密切与各级人大的工作联系.自觉接受全国

人大的工作指导和法律监督,积极配合开展立法调

研、执法检查等工作.制定«关于加强与市、县(市、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联系的意见»,举办全省市县人

大主任履职培训班,召开省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工

作会议,举办业务交流会、座谈会２２次,组织业务

培训９期１１７５人次,邀请市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

志列席常委会会议５４人次,工作协同更加密切,整

体实效进一步增强.

一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

做好常委会工作最根本的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

几点深刻体会,一是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面落实党

的领导各项制度,才能保证人大工作的正确政治方

向;二是只有紧紧围绕全省大局谋划和推进工作,

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及省委部署要求通过法定程

序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才能更好发挥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和功效;三

是只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

督,才能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四是只有遵循

法定权限,聚焦主责主业,不越位、不缺位,才能在

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找准职责定位、发挥更大

作用;五是只有坚持稳中求进,因需、应时、统筹、有

序开展各项工作,与时俱进创新思路方法,才能更

好地顺应时代发展、实践需要、人民期盼.

各位代表! 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

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

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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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协同努力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和全省人民大力支

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省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的

感谢!

常委会工作仍存在不少差距和不足,立法工作

还不能很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监督工作在解

决实际问题上针对性、实效性还不够,“两个联系”

工作还需要做实做细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

工作中切实加以改进.

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２０２４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省委十二

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对推动高质量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了今年工作的总体

要求、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常委会要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坚决落实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

后破的工作要求,积极进取、担当作为,努力交出一

份让省委和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

做好今年常委会的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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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

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一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机关属性.巩固深化主

题教育成果,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学懂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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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进一步增强坚定

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

觉.持续深入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专

题研讨、学用交流、课题研究,进一步把握人大工作

的大方向、大原则、大道理.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

委安排,组织开展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７０

周年活动.

二要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牢牢把握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政治,紧扣省委确定的目

标任务和工作安排,回应人民群众所思所盼,统筹

做好立改废工作.服务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出台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修改旅游条例.围绕

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制定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人工影响天气

管理条例,修改水资源管理条例、水土保持法实施

办法.助力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修改建

筑市场管理、高速公路管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等条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制定乡

村振兴促进条例,修改渔业法实施办法.围绕民生

改善、社会治理,制定体育发展条例,修改畜禽屠宰

管理、红十字会、消防等条例.自觉扛起保护传承

山西厚重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制定文物保护条

例、五台山文化景观保护条例.

三要进一步增强监督针对性、实效性.落实党

中央赋予人大的重要职责和有关法律规定,认真听

取审议计划、预决算、审计、国有资产、环保等报告.

围绕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保障改善民

生、保持社会稳定等大局,听取审议政府债务管理、

金融工作、农业“特”“优”发展、粮食安全保障、科技

进步法律法规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残疾人就

业等专项工作报告.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听取

审议全省法院深入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情

况的报告、全省检察机关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

情况的报告.

依法开展执法检查,持续推动重点工作.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执法检

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继续开展汾河保护条例执法检查,结合审议执法检

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满意度

测评,持续助力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

光美起来”.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执法检

查,推动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更有保障.开展道路

交通安全法及我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要进一步做实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重大理念,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提高“两个联

系”各项制度机制运行质量,保障代表深度参与常

委会立法、监督等工作,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坚持活动内容聚焦代表法定职责、活动方式方

便群众参与、活动效果为民务实,持续提升代表联

络站工作质效.开展“代表进站入点听民情解民

忧”主题活动.支持代表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强

化重点办理建议跟踪督办,提高代表议案建议工作

质量.举办履职专题学习班,拓展知情知政渠道,

为代表履职创造条件.加强与在晋全国人大代表

联系,精心组织集中视察和专题调研,支持保障全

国人大代表联系群众、依法履职.

新的一年,常委会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强化依法履职的思想、政

治、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向省委请示报告制度,不

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

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加

强宪法法律和人大业务知识学习,加强人大制度理

论研究和新闻宣传工作,增强法治观念、法治意识

和依法开展工作的能力.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

和载体,学习运用“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大兴调查

研究,把各项工作建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严

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抓好干部监督管理,激励干部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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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有效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更好服务我省对外

开放.加强与各级人大的工作联系,不断提升全省

人大整体工作水平.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工作责任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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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职、真抓

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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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所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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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这个报告,决定予

以批准.

会议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十

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

“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牢牢抓住审判执行工作这

个实处,锐意进取、敢作善为,全力把法院工作做得

更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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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冯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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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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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在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和最

高人民法院正确指导下,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全力履行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全年受理案

件７７４４万件,审执结７４９７万件,结案率位居全国

前列;人均办案２３３３４件,同比增长６５６５件;平均

结案时间５３０３天,较全国平均用时少７８９天;一

审服判息诉率达８７０２％,同比上升１２７个百分点,

审判质量、效率、效果持续向好,以“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的实际行动为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

全方位转型注入强劲司法动力.

一、坚守司法之魂,书写筑牢“忠诚与担当”的

政治答卷

全省法院自觉把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作为坚定捍

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直接检验,

一体推进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

改,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入脑入心“学思想”.全省

法院累计举办主题教育读书班３３７期,开展专题研

讨交流６２０次.省高院举办全省法院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持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强

化“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理念和能力.笃信

笃行“强党性”.省高院班子成员赴晋中法院开展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主题党

日活动,坚决铸牢“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一人民司

法之魂,全年向省委及省委政法委书面请示报告重

要工作、重大事项２１０次.全省法院县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落实“四下基层”工作要求,带案下访实地化

解各类问题９６３个,凝心聚力夯实筑牢党的执政根

基.唯实唯干“重实践”.各级法院建立健全民生

实事和问题整改两个清单,办理民生实事３９７项,

整改问题８６４个.积极转化运用调研成果,办好办

实诉讼费自动退费、执行案款按时发放两大司法为

民实事,办理诉讼费退费７０３亿元,发放执行案款

２０８２６亿元.决战积案清理攻坚,全省法院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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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以 上 未 结 诉 讼 案 件 ３０２１ 件,清 理 率 达

８６８４％.担当作为“建新功”.全省法院锚定“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着力在促公正、提效率、强队伍

上出实招、见实效,诉源治理、多元解纷、诉服质效

考核指标保持全国法院前列,万人起诉率全国最

低.省高院打造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山

西模式”被最高法院评为“十大最具创新一站式建

设改革创新成果”.最高法院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

暨沿黄九省区法院黄河流域司法保护工作推进会

在吕梁召开,最高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同志作

出批示,会议联合签署«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山西倡议»,省高院在会上汇报交

流典型做法和经验,«人民日报»对我省法院筑牢黄

河生态司法保护屏障予以专题报道.刑事审判、环

资审判、商事金融审判、行政审判、执行等多项工作

受到省委、最高法院领导肯定表扬;５０个集体、７８

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表扬.长治市潞州区马

厂人民法庭原庭长韩旭辉同志,扎根基层人民法庭

１７年,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形成接地气、

暖民心、促公正的“旭辉工作法”,办好一件件百姓

身边案和司法实事,退休前夕突发疾病牺牲在办案

途中,被追授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用生命深刻诠

释了人民法官忠诚担当的政治本色.

二、聚焦服务大局,书写保障“发展与安全”的

司法答卷

全省法院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紧紧围绕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积极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取得

新成效.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大局.全省法院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处各类犯罪,全

年受理刑事一审案件２８９７１件,审结２７６３９件.严

惩颠覆破坏、暴力恐怖、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

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全面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

审结一审涉黑恶案件４６件;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

针对金融、市场流通等重点领域发出司法建议１０９

份,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始终保持对严重

暴力犯罪的高压态势,审结一审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强奸、抢劫等犯罪案件２９４０件.吕梁中院一审

依法判处因感情纠纷泄愤杀人致７人死亡、１１人

受伤的被告人郭某某死刑,以司法裁判捍卫国法天

理人情.依法审结涉毒品犯罪案件９６６件,集中公

开宣判４９件毒品犯罪案件８１名被告人,发布重拳

惩治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有力震慑涉毒违法犯

罪.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审结代县大

红才铁矿透水事故、孝义杜某某等违法盗采煤炭透

水事故等重大责任事故、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犯罪案

件３９件,强化安全生产司法保障.依法审结危害

国防利益犯罪案件１４件.严惩腐败犯罪,审结贪

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６３８件,其中被告人为中管

干部的３人、省管干部的４１人,依法判处内蒙古高

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胡毅峰有期徒刑十四年,判处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徐

宝义有期徒刑十七年,充分彰显党中央及省委坚决

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坚强决心.

着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全省法院坚持

立足审判职能助力防控经济金融风险,严厉惩处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２９１

件,依法审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银行卡纠纷等一

审涉金融商事案件４９９８２件,执结涉银行业金融机

构案件２５６０７件,累计执行到位金额１６１３３亿元,

坚决守住我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一体

落实最高法院１号、２号司法建议,主动加强与住

建、自然资源、金融监管、银行等单位沟通,协同推

进房地产、建筑施工、金融等领域矛盾纠纷源头治

理工作.省高院发布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依托地

方金融风险防控平台和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平台推

送各类风险预警提示１６１８次,受到最高法院领导

批示肯定.设立全省首家金融法庭,为金融机构和

金融消费者提供小额快调速裁、司法确认、仲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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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流程服务.助力企业防范化解经营风险,太原中

院(一审)、省高院(二审)在审理一起名为煤炭交

易、实为融资借贷的案件时,运用“穿透式审判思

维”,依法确认案涉煤炭购销合同无效,成功避免省

属企业重大经济损失,受到省委领导充分肯定.依

法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妥善审结商品房买

卖、建筑施工领域诉讼案件１７０２１件;深化应用“诉

前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对工程建设单位与房地

产开发商达成的２７份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认,与

省外法院协商解决资产查封问题,为金融机构保障

配套融资提供司法支持;晋城市城区法院通过抵押

置换方式促推资金链断裂的房地产公司与贷款银

行达成执行和解,实现民营企业、金融机构与购房

群众三方共赢,有力服务“保交楼、保民生、保稳

定”.

倾力服务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紧扣我省全

面创优营商环境的重大部署,出台全省法院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２０２３年行动方案,制定服务和保障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十六条举措.依法惩处涉企

涉营商环境犯罪,审结虚假出资、合同诈骗、非法经

营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１４３１件.大同中

院依法严惩围堵煤炭企业大门、造成经济损失

１６８６２３万元的犯罪团伙,为企业发展营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法治促进市场主体投资

兴业、健康发展的保障作用,全年审结一审商事案

件２４８１万件.省高院通过调解方式妥善处理朔

州某陶瓷特色工艺民营企业股权纠纷,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摆脱困境.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指引作

用,综改示范区法院依法审结仿冒知名省属国有企

业名称的“傍名牌”“搭便车”侵权案件,有力维护公

平竞争市场秩序.着力为企业发展解忧纾困,运用

执行和解、“放水养鱼”等柔性执行方式,对９２０家

企业暂缓适用强制措施,为企业释放资金２４２３亿

元、土地９２６８４亩、厂房４９２万平方米,帮扶３０２

家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临汾中院主动协调当地煤

炭企业助力资不抵债的某洗煤公司改造升级,妥善

化解涉案标的高达７０００余万元的系列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帮助该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常态化开展

“送法进企业”活动,太铁中院、综改示范区法院邀

请企业代表参加“法护营商助力发展”交流座谈

会;朔州市平鲁区法院６次深入企业开展 “政企连

心亲清暖心”联企服务活动;晋城中院、阳泉中院

分别与两市检察院联合制定«涉案企业合规案件办

理协作机制意见»,探索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

作,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促进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着力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审理各

类知识产权案件４８８２件.依法审理“诚意祥”“汾

酒”等传统特色产业产品商标侵权案件,发布全省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年度典型案例.晋城中院

审理的某生物技术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入选

最高法院«２０２２年中国法院５０件典型知识产权案

例».强化知识产权法治宣传,全省法院开展世界

知识产权日主题活动,省高院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开展“知识产权进园区暨走基层、惠万家”活

动,送法上门,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全

力保障新旧动能转换,省高院与省政府共同召开全

省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推进会,积极构建企业破

产处置新格局.全省法院受理申请破产案件１７３

件,审理破产案件７９件.阳泉中院以“１＋５”破产

审判新模式助推全市“僵尸企业”全部出清.晋中

市介休法院妥善审理茂胜集团破产重整案,化解债

务６０多亿元,稳住１０００多名职工就业.

依法护航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全省法院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新设立１５个环境

资源专业法庭,审结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等各

类案件４７５０件.深入贯彻落实黄河保护法,严厉

惩治非法采矿犯罪１０９件,建立河曲黄河湿地、汾

河、芦芽山、五台山、北武当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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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司法保护基地,设立沿黄生态资源、汾河流域水

资源司法保护站,在全国首个“中国零碳村镇示范

村”———运城市芮城县庄上村设立“零碳村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基地”和法官工作室,助推我省绿色发

展,提升“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坚持惩防与恢复并举,用好补植复绿、

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恢复性司法举措.长治市沁

县法院运用“刑罚＋修复”裁判模式,依法判令滥伐

林木３５００余株的白某某补植苗木、恢复林地,被告

人实际补种７０００余株,释放生态环境保护“谁违

法、谁买单,谁破坏、谁修复”的强烈信号.吕梁市

方山县法院秉持能动司法理念,前移司法关口,对

辖区“五山一湿地”受破坏程度开展调研,向自然资

源、水利、林业等部门制发７份司法建议,有关部门

积极整改,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人民网、人民法

院报予以专题报道.忻州、临汾等中院与沿黄流域

省份签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推动整体保

护和系统治理,奏响新时代司法保护“黄河大合唱”

山西乐章.

全力守护我省文化瑰宝.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指示精

神,设立平遥古城和五台山文化保护法庭,建立太

行古堡司法保护基地.运城中院建立盐湖生态和

文物司法保护基地,与七部门签订协作意见,共同

加强对盐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的保

护.严厉打击破坏黄河流域文物古迹、文化遗产等

犯罪６４件,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１４０人.晋城

市陵川县法院审理的焦某某等１４人盗窃(文物)、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入选最高法院“依法保护文

物和文化遗产典型案例”.吕梁市兴县法院审理我

省首例盗掘古脊椎动物化石(俗称“土龙骨”)刑事

案件,中央电视台«法治深壹度»栏目予以报道.

强化乡村振兴司法保障.着力服务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省法院妥善

审结农村土地流转、林权转让、乡村产业发展等涉

“三农”案件１９２０件.临汾市浮山县法院选派干警

下沉乡村社区担任治理专员,以“调解协议＋司法确

认”的形式,化解５０余户村民近２００万元玉米收购

款的涉农纠纷.忻州市神池县法院在县月饼协会和

农业产业园区设立法官工作联络点,为打造特色农

产品美食小镇保驾护航.运城两级法院在１６６个农

业特色产业镇、行政村、行业站点设立法官联络站,

为市域优势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司法保护.

服务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全省法院牢固

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审结一审行政案件５６７７

件,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

合法权益.省高院发布２０２２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

查报告和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提出６项１７条

“靶向式”司法建议,促推行政机关提升依法行政水

平,受到多位省领导及最高法院领导批示肯定.加

强与行政机关良性互动,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常态化,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

８６１９％,同比增长１１８个百分点.运城市夏县、平

陆县法院制定行政案件协调合作实施方案,探索推

动行政案件管辖法院与属地法院“院院联合”,实质

性化解行政争议.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要求,

省高院与省司法厅联合组织８０家省直重点普法责

任单位厅级领导现场旁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庭审,

以案学法,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积极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省高院累计为驻晋部

队２０００余名官兵举办法律讲座、提供法律咨询,为

部队和军人军属依法维权提供司法服务.全省法院

发布各类典型案例２５９个,官微推送案例４５００余

条,省高院“两网两微八号”晋法融媒体矩阵制作法

治短视频１１２部,发文１３５万条、阅读量２９９亿人

次、点赞１１３９万人次,用鲜活案例“以案释法”,传

播法治声音、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社会.

三、牢记初心使命,书写恪守“人民至上”的为

民答卷

全省法院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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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深刻认识公平正义的感受主体是人民群众,

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坚持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

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切实把“以人民为中

心”落到实处.

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案”.树牢“民生无小

事”理念,全省法院依法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等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１０９件,维护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依法惩处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犯罪

８１３２件,审结机动车、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件１７２７４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妥善

审理涉及劳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消费、社会保

障等各类民生案件３９１０７件.加强军人军属合法

权益保护,审结涉军民事案件９９件.以调解或撤

诉方式审结婚姻家庭、继承赡养等家事案件３１３８８

件,调撤率同比上升３５个百分点.全国家事审判

先进个人、临汾中院家事审判庭副庭长巨燕亭同志

长期深耕家事审判工作一线,用真诚温暖群众,用

真情化解纠纷,待当事人如家人,身患癌症仍坚持

工作,努力守护“小家”和谐、维护“大家”安定.阳

泉市平定县法院构建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

级预警处置机制,被评为全国法院“十大最受欢迎

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树牢妇女权益保护

意识,依法妥善审理涉妇女权益保护刑事、民事、行

政等各类案件.省高院邀请我省妇联１２５个调解

组织、６７３名调解员入驻山西多元解纷平台,开通

支持起诉建议书和支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功能.

强化司法保护令实际应用,全省法院针对家庭暴力

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１７８份,临汾中院发出全

省首份«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织密织牢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网,省高院设立“少年审判工作办公

室”,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协同发力.全省法院

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４３１件６３７人,发出家庭教

育指导令１１４份;审理抚养权、收养权等涉未成年

人家事案件３１９１件,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办理的“小安申请民事侵权纠纷

司法救助案”入选最高法院、全国妇联“保护未成年

人权益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积极开展“法治进校

园”活动,全省三级法院院长带头,９１０名法官受聘

担任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

传教育活动,提高未成年人依法自我保护能力.临

汾中院、大同市平城区法院等２０家单位被共青团

中央确定为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

岗创建单位;全省法院４家单位、３名个人被全国

妇联表彰为２０２３年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

切实兑现胜诉合法权益.纵深推进“三晋执行

利剑”集 中 攻 坚 行 动,全 省 法 院 新 收 执 行 案 件

２８７５万 件,执 结 ２８５１ 万 件,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４００１％、３５９５％,执行到位金额６４９８８亿元,执

行到位率４９６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３个百分

点.常态化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专项行动,执

结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 ７７０ 件,执行到位金额

６５７亿元,受到省委领导充分肯定.运城中院、临

汾中院与四省十三市签署关中平原城市群法院执

行联动合作协议,忻州中院、吕梁中院与五省十地

中院签订黄河“几字弯”城市群法院执行联动协作

框架协议,深化执行整体协同、跨区合作.忻州市

忻府区法院对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恐吓威

胁执行干警的“网红老赖”,依法采取拘传措施并实

施司法惩戒,促使被执行人具结悔过、足额履行.

太原两级法院开展“信用修复”和“反规避执行”专

项行动,为１４９０名主动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予以

信用修复,将８７７８名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纳

入失信名单,拘传２６４５人、司法拘留２６７人、移送

拒执案件３７件,经验做法被省委政法委予以肯定.

优化升级便民诉讼服务.打造诉讼便民品牌,

省高院出台«案件受理费收取退付实施细则»,根据

当事人预留的银行账户信息主动发起线上退付,

“主动及时退费”成为常态.大同中院对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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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中小民营企业缓减收诉讼费５２７５７万元,

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努力把司法服务送

到群众“家门口”,全省法院网上立案１９１６万件,

电子送达８４８８万次,公开审判流程信息３９２０万

项,１２３６８诉服热线提供２４小时在线服务３３９２

万次.大力加强“智慧执行”APP推广应用,向当

事人推送动态信息１５７７６条,确保当事人随时了

解、及时掌握执行案件进展.忻州中院通过互联网

“云审”平台,仅用１５分钟远程调解一起原被告分

别在海南、广西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真正让诉讼

服务“不打烊”、审判执行“零距离”.

着力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坚持罪刑法定、疑罪

从无原则,对３９名被告人宣告无罪.充分发挥二

审程序严格把关、依法纠错、权利救济等功能,着力

提升 二 审 开 庭 率. 全 省 法 院 二 审 开 庭 率 达

５９９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３１３个百分点.朔

州中院完善刑事案件量刑说理工作机制,向当事人

送达«庭前量刑规则告知书»,切实强化当事人诉权

保障.依法公正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对２５起案件

当事人予以国家赔偿８７１４９万元.进一步规范减

刑假释工作,省高院制定减刑假释案件证据审查指

引,全省法院依法对８４９９名正在服刑、改造良好的

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有效发挥刑罚的教育、感化、

挽救功能.充分发挥司法救助职能,全省法院救助

涉案困难当事人１１３２人,救助总额３１１０７万元,

同比增长１６８９％,用法治保障“弱有所扶”.

做深做细涉法涉诉信访.认真贯彻落实信访

工作条例,不断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治化.全

省法院深入开展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评查化解百日

行动,省委政法委和省信访工作联席办交办的３０３

件案件全部评查化解完毕.全省法院全年共接待

来访群众６８４８人次;认真落实“有信必复”工作要

求,办 理 来 信 １００１２ 件 次,期 限 内 答 复 率 达

９９８９％,位居全国第一.省高院裁定３４８件生效

案件提起再审,对１８７件无瑕错案件予以终结;为

１４起案件的生活困难信访人发放救助资金２９８万

余元.积极推动实质性化解信访矛盾,努力做到

“案结事了、事心双解”.

四、坚持守正创新,书写抓实“公正与效率”的

改革答卷

全省法院积极以观念更新赋能审判工作现代

化,坚持以做实能动司法促推诉源治理,以深化司

法改革提升审判质效,倾力推动案结事了政通人

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做实“抓前端、治未病”.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挺在前面,深入开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助力转型发展”专项行

动,召开全省法院“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推进会.

不断完善山西多元解纷平台功能,在街办、社区、乡

村等建立法官工作室１５７２个,加快推进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实现２３４个人民

法庭和１６４９个基层治理单位对接,与１２家单位建

立劳动、知识产权、金融纠纷等“总对总”在线诉调

对接工作机制.全省法院诉前调解案件２７１４万

件,调解成功１７３９万件,同比分别上升５５２２％、

３２４３％,诉前调解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吕梁中

院创新运用“示范性判决＋专业调解＋司法建议”

工作模式,促成某农商银行３０余件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以非诉讼方式化解,并推动该金融机构堵塞漏

洞、完善管理;综改示范区法院成功调解一起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安装纠纷案件,并积极运用司法建议

推动物业公司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减少此

类矛盾纠纷发生,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阳泉

中院创新构建“三源＋三联＋三治”同向发力工作

格局,辖区法院一审劳动争议新收案件数同比下降

４７８１％.晋中市祁县法院、长治市武乡县法院洪

水人民法庭等５家单位被评为全省新时代“枫桥经

验”先进典型.

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司法体制综

—２３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１　



合配套改革,压紧压实院庭长带头办案和监督管理

双重责任,全省法院院庭长办结疑难复杂案件

３５８８万件,占全部结案的４７８６％.全面推行院

庭长“阅核制”,在遵循“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审判权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压实法律规定的院

庭长监督管理职责,取得提升审判质效、强化风险

防控的良好效果.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

会议在研究疑难复杂案件、统一法律适用、强化监

督制约等方面的作用,省高院全年召开审判委员会

会议７３次、专业法官会议１０５次,讨论重大案件

６３３件、重大事项１５个,引领推动全院审判执行工

作取得新突破.太原中院创新实行“五类案件”院

庭长三级留痕监督、“四类案件”两级互动式质量评

查、再审案件院庭长一体化把关的审判监督“五四

一工作法”,做深做实闭环监督.全省法院健全完

善考核机制,树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

汰”的正确导向,４１名不适应、不胜任法官岗位的

人员退出员额,促进法官更好履行审判职责.

盯紧抓细审判管理.调整优化以服判息诉率、

“案－件比”、审限内结案率等指标为核心的审判质

量管理指标体系,完善常态化审判质效跟踪监测、

研判会商机制,全年推送案件督办提示１３１６万

条,发出审判质效通报、数据质量工作月报８１期,

促推审判质效稳步提升.做好大数据管理和服务

工作,强化大数据平台应用,案件基本信息合格率、

裁判文书规范率、卷宗档案合并可用率位居全国第

一.加强审判层级指导,省高院健全完善统一法律

适用标准工作机制,与省检察院共同建立常态化工

作交流会商制度,修订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实施

细则.积极推广应用“法答网”,开展审判执行法律

适用疑难问题线上咨询答疑工作.严把“审限管

理、发回重审”两大关口,全省法院审限内结案率

９２６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８４个百分点;一审

裁判被改判发回重审率４４１％,同比下降０７２个

百分点,坚决避免“程序空转”.积极推进“分调裁

审”机制改革,全省法院一审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

达８７３４％,同比上升２３３个百分点.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坚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

以岗位技能和知识更新培训为重点,省高院举办线

上线下各类培训６４期８２７万人次,不断完善干警

依法能动履职必备的知识体系,提升业务技能.加

强与其他政法单位沟通协作,与省检察院、省公安

厅、省司法厅等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开展同堂培训.

组织优秀调研成果、裁判文书和庭审评比,运城市

河津市法院审理的李某某诉某铝业公司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纠纷案裁判文书入选第五届全国法院

“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太铁中院审理的某铁路修建

合同纠纷案入选第五届全国法院“百场优秀庭审”.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强化智能辅助系统应用,省高

院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审判质效管理数据自动生

成、动态更新,为司法质效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晋中中院自主研发智慧审管系统,长治中院积极推

广庭审语音识别、文书智能纠错等系统应用,全省

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科技赋能达到新水平.

五、勇于自我革命,书写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时代答卷

全省法院时刻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大力加

强新时代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坚持自我监督和人民

监督相结合,不断改进法院工作,夯实司法公信

基石.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省高院出台«关于全面加

强全省法院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推动党建

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工作措施,召开全省法院党

建工作经验交流暨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以及中级法

院党组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报告会,部署开展党建

工作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举办“晋法大讲堂”,首

期邀请省直工委领导为全省法院干警作全面提高

机关党建质量专题讲座.丰富党建活动载体,召开

青年干警、退役军人座谈会,制作 MV«从举起右手

那一刻起»,举办阅读分享、军民联谊、志愿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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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活动,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全省法院２个集体、２名个人被最高法院评为

人民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管院.扎实开展法院干警

廉洁教育和职业道德素质建设,高院领导班子和各

中院“一把手”集体参观于成龙廉政文化展览馆,省

高院“两优一先”代表赴蔡家崖晋绥边区革命纪念

馆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清廉正气”主题党日

活动,召开青年干警廉洁教育座谈会,常态化开展

廉政警示教育,扎实推进清廉机关创建.创新政治

督察、司法巡查工作机制,省高院党组首次与太原、

大同、晋中、运城市委政法委联动,对四市中院党组

联合开展政治督察与司法巡查,实现“１＋１＞２”的

监督效果.深入推进第二批不能腐制度落实,制定

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一揽子行动方案,逐

月通报督导,使“有问必录、应报尽报”成为法院干

警的自觉行动.持续开展司法作风突出问题常态

化督察整治,建立“周提醒、旬提示、月督办”通报机

制,查纠各类司法作风突出问题４２２件次,给予组

织处理３２５人次.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

从 严 查 处 违 纪 违 法 干 警 １５８ 人,同 比 下

降２４０４％.

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全省法院深入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省高院认真落实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对法院工作报告作出的决

议,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认真办结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３３件,办复

率１００％.真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

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视察法院、出席会议、旁听庭审,走访人大代

表３５６人次,专送法院信息、刊物１３２万份.自觉

接受监察机关对法院工作人员的监督,促进公正廉

洁司法.依法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全省法院邀

请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６１７人次,办理各类抗诉

案件４０５件,共同维护司法公正.认真实施人民陪

审员法,全省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２８８万件,促进

司法民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全省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２０次,发布各类白皮书２８份,举办法院开

放日活动２６５场,组织群众旁听庭审,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省法院工作的发展进

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坚强领

导、最高法院正确指导的结果,是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有力监督,省政府、省政协、省监委、省检察院以

及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鼎力支持的结果,

是人大代表监督帮助、政协委员建言献策、全省人

民关心支持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省高级人民法

院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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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不足:一是能动司法理

念树得还不够牢,服务保障我省高质量发展工作大

局还存在能力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二是案件数

量高位增长,诉源治理工作还需要在党委领导下积

极推进;三是审判管理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一些

质效指标与全国先进法院相比仍有差距;四是少数

干警作风不端、司法不廉问题仍时有发生,正风肃

纪、反腐倡廉工作还需持续发力.对此我们将采取

有力措施予以解决.

２０２４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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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

的绝对领导,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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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司法,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做实能动司

法,狠抓质效提升,加快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为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坚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更高站位把牢正确政治方向.

进一步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建立三级法院理论

学习制度,常态化举办“晋法大讲堂”,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

终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自觉融入审

判执行工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教育引导全体干

警坚持和善于“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把讲政

治、顾大局同依法办案统一起来,从维护党的领导、

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高度想问题、作决策、办案子,

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

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部

署要求,严格执行政法工作条例和重大事项请示报

告制度,常态化开展政治督察、司法巡查,切实把党

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

二是坚持依法能动履职,以更实举措保障我省

高质量发展大局.着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电信网络

诈骗等犯罪.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持续推进轻微

犯罪治理,推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社会治理有

机衔接.聚焦我省转型发展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力度,服务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色优势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围绕“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用

好破产重整、“活封活扣”等手段,持续推进经济金

融、房地产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依法维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统一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

环境,不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依法保

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

业家合法权益,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坚持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助力打好黄河

“几字弯”治理攻坚战,积极服务“两山七河五湖”生

态保护修复,切实筑牢美丽山西建设司法屏障.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更优服务满足人民

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好教

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关系群众安居乐业的

民生“小案”,依法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切实解决好

弱势群体、困难群众所急所盼,让人民群众时时感

受到人民司法的暖心、稳心、安心.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巩固拓展我省一站式多元解纷与

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特色优势,会同司法行政机关

做好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持续推进“枫桥式人

民法庭”创建,切实把诉调对接的“调”再向前延伸,

大力推行诉前委派调解、特邀调解等制度,坚决做

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强化

执源治理、协作联动,积极推动“切实解决执行难”.

做实涉诉信访“有信必复”,加强释法析理、判后答

疑工作,努力把定分止争、服判息诉的功课做得更

好,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四是坚持公正高效司法,以更大作为加快推进

审判工作现代化.深入践行“抓前端、治未病”理

念,深入分析类案发生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治理问

题,做深做实司法建议工作,强化综合治理,从根本

上减少案件发生.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强

审判执行监督制约体系建设,全面推行“阅核制”,

压紧压实院庭长监督管理责任.优化上诉、申诉案

件审理中的上下一体衔接机制,深化司法公开,健

全完善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落实院庭长办案考

核及通报机制,做实全员绩效考核,充分发挥好考

评“指挥棒”的作用.一体推进组织管理体系现代

化、干警素质现代化、科技手段现代化,积极参与全

国法院“一张网”建设,以数据化信息化赋能审判管

理,全力推动司法审判工作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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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强决心锻造忠诚

干净担当法院铁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决扛起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管院体系,融合

推进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建设.坚

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狠抓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

禁”和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贯彻落实,深化清

廉机关创建,阻断腐败滋生蔓延,筑牢廉洁司法“防

火墙”.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

机,深入开展集中性纪律教育,坚持严厉惩治、规范

权力、教育引导协同发力,用好身边典型案例“活教

材”,打好警示教育“组合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确保反腐败斗争在人民法院永远吹

冲锋号,努力锻造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法

院铁军.

各位代表,国泰民安,民之所盼.新的一年,全

省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委坚

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认真落实

本次大会决议,脚踏实地、锐意进取、敢作善为,促

山西经济发展、护三晋百姓平安,为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山西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报告中有关用语说明

　　１．执行案款: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代为

保管和结算的往来性资金,包括依据生效法律文书

扣划、当事人自行缴纳及涉案财物的拍卖变卖款等

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债权的款项.

２．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２０１９年,最高人

民法院制定实施«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我省法院认真落实

最高法院工作部署,在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在线调

解、诉讼服务等方面创新实践、精耕细作,建成山西

多元解纷平台,开通集约化１２３６８诉服热线,一站

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全省法院诉源治理、多元解纷、诉服质效考

核指标保持全国法院前列,万人起诉率全国最低,

并在最高法院组织召开的专题会议上介绍经验.

２０２３年２月,最高法院发布“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

优秀改革创新成果”评选结果,我省法院两项成果

入选,其中,省高院“坚持建网搭台 提升服务效率

打造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山西模式’”被评

为“十大最具创新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阳泉

市平定县法院“构建‘五色分级预警处置’机制 打

造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高效解纷体系”被评为“十大

最受欢迎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３．旭辉工作法:是指韩旭辉同志生前深入践行

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形成的“先坐旁听席再坐

审判椅、先敲农家门再敲小法槌、先理家务事再释

情与法、先摸准良心再倾听民心、先上公正轨再开

效率车”办案方法.韩旭辉同志,长治市潞州区马

厂人民法庭原庭长,１９６３年７月出生,２０２３年３月

９日外出办案期间突发疾病因公牺牲,２０２３年１２

月被最高法院追授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韩旭辉

同志一生奋斗在为民司法第一线,扎根基层人民法

庭的１７年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深入乡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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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释法讲理,办好一件件百姓身边案和司法

实事,办理和调解各类纠纷案件３２００余件,无一信

访,用真心真情传递司法温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

“温情法官”.

４．执行到位金额:是指财产类案件执行过程

中,人民法院根据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通过依法

采取各种执行措施,最终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金

额.主要包括申请执行人从法院领取的执行案款

金额;被执行人财产经过法院拍卖变卖程序流拍

后、申请执行人接受以物抵债抵顶的债务金额;未

经法院账户当事人之间直接履行的案款金额;未经

法院拍卖变卖程序当事人之间自行和解以物抵债

抵顶的债务金额等.

５．穿透式审判思维:２０１９年,«全国民商事审

判工作会议纪要»中首次明确提出,注意处理好民

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

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

２０２３年初,太原中院在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活动时,

我省一家省属企业反映,其在西安中院涉诉的案件

面临败诉风险,国有资产将遭受巨大损失.太原中

院经详细了解,发现这是一起涉及西安、南京、宁夏

三家公司和该省属企业的煤炭买卖合同纠纷,四家

企业通过两两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以实现西安与南

京两家公司的融资借贷目的.由于案涉南京某公

司经营状况恶化,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西安某公

司借款,随即西安某公司依据与该省属企业签订的

煤炭购销合同向西安中院提起诉讼,西安中院判令

该省属企业支付巨额货款本息.该省属企业不服

西安中院一审判决向陕西高院提起上诉.太原中

院经认真分析研判,建议该省属企业运用法律手段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随后,该省属企业向太原

中院起诉南京某公司,并将西安某公司、宁夏某公

司作为第三人,要求确认各主体之间签订的煤炭购

销合同无效.太原中院充分运用“穿透式审判思

维”,通过查明案件事实证据,认定该案名为煤炭交

易、实为融资借贷,依法一审判决案涉煤炭购销合

同全部无效.一审判决作出后,西安某公司向省高

院提起上诉,省高院依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提交的

新证据,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依法维持原判.

本案判决生效后,陕西高院就关联案件作出撤销原

判、发回西安中院重审的裁定.在本案审理中,省

高院、太原中院坚持能动司法,通过扎实的事实调

查、全面的分析研判,详尽的释法明理,刺破合同主

体之间连环贸易和虚假意思表示的面纱,判定案涉

煤炭购销合同无效,依法公正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成功避免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６．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十六条举

措: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最高法院«关于优化法

治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省高

院研究制定了依法严惩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

法权益犯罪、依法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

严格规范涉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司法行为、优化涉民

营企业法律服务等４方面１６条具体举措,依法保

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优化民营经济

发展法治环境,切实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我省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

７．“１＋５”破产审判新模式:近年来,阳泉法院

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在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

制中的积极作用,创新运用“政治引领＋府院联动、

抢抓机遇、规范管理、监督指导、智慧赋能”的“１＋

５”破产审判模式,助推阳泉市“僵尸企业”全部

出清.

８．零碳村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２０２３年３

月１７日,运城中院在芮城县庄上村挂牌成立集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法治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零碳村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依托在基地设立的法官工

作室,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合

作机制,是我省法院以司法手段助推绿色低碳发展

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４日,芮城

县庄上村被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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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部联合授予全国首个“中国零碳村镇示范

村”.

９．恢复性司法举措:是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中创

新适用的司法举措,具体包括补植复绿、增殖放流、

劳务代偿等方式.其中,补植复绿是指在破坏环境

资源刑事案件发生后,司法机关根据不同的犯罪情

节,要求当事人补种树苗、恢复山林,以此作为减

轻、免除刑罚的依据,引导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转

变为“修复者”;增殖放流是指法院在办理涉环境资

源类案件过程中,要求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被告人

购置活体水生物投放至河流、湖泊、水库,对生态环

境进行替代性修复;劳务代偿是指在生态环境修复

已无可能或者没有必要修复的情况下,责令侵权人

履行生态环境公益劳动义务的替代性修复措施.

通过适用恢复性司法举措,最终实现惩治犯罪、修

复生态和法治教育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目标.

１０．“五山一湿地”:是指吕梁市方山县境内的

北武当山、骨脊山、孝文山、云顶山、汉高山和梅洞

沟湿地.

１１．“两网两微八号”:“两网”指省高院官方网

站、山西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信息网;“两微”指“山

西高院”微信公众号、“晋法之声”微博;“八号”指

“山西高院”抖音号、“山西高院”快手号、“山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今日头条号、“山西高院”澎湃问政号、

“山西高院”一点资讯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企

鹅号、“山西高院”天平阳光号、“山西高院”新华号.

２０２３年,“山西高院”微信公众号、“山西高院”天平

阳光号、“山西高院”快手号获评年度全国法院“十

佳百优”新媒体账号.

１２．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处置机

制:是指阳泉市平定县法院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按

照风险程度由低到高分为“绿、蓝、黄、橙、红”五个

等级,实行全流程动态评估,针对性采取就地化解、

诉前调解、心理干预、联动管控等预警和处置措施

的工作机制,实现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风险发现早、

报告早、处置得好,避免小“病”坐大、确保“民不转

刑”.省委政法委、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

司法厅、省妇联六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婚姻家庭

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处置工作方案»,将平定

县法院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成功经验在

全省予以推广.该项工作机制于２０２３年２月被最

高法院评为“十大最受欢迎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

果”.

１３．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

创建单位:在共青团中央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公布的通过

复核名单中,我省法院２０家单位入选,分别是吕梁

市离市区人民法院、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平市

人民法院、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长治市潞州

区人民法院、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翼城县人民

法院、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太原市迎泽区人

民法院、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阳泉市中级人民

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陵川县人民法院、

曲沃县人民法院、太原市少年法庭、泽州县人民法

院、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

庭、柳林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太原市晋源区人

民法院晋阳法庭(少年法庭)、闻喜县人民法院、平

遥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１４．２０２３年度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２０２３年１０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

会作出关于表彰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晋城市阳城县人民法院、运城市平陆县人民法院、

吕梁市临县人民法院等４家单位被评为“全国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庙前人民法庭庭长柴喆,长治市沁县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一级法官田鑫梅,晋中市榆次区人民

法院副院长贾月雯等３名个人被评为“全国维护妇

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１５．“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行动:２０２２年,

在省委政法委统一安排部署下,全省法院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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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行动.行动紧紧围绕“稳

运行、保民生、防风险、提质效、强队伍”的工作主

线,重点攻坚涉农民工、涉银行业金融机构、涉黑恶

刑事财产、涉村居“两委”、涉党政机关等五类执行

案件.２０２３年,全省法院纵深推进“三晋执行利

剑”集中攻坚行动,新收执行案件２８７５万件、执结

２８５１万件,同比分别增长４００１％、３５９５％,执行

到位金额６４９８８亿元,执行到位率４９６１％,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３３个百分点.

１６．“信用修复”和“反规避执行”专项行动:为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持续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太原中院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全市法

院开展“信用修复”和“反规避执行”专项行动,为积

极主动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进行信用修复,严厉打

击规避执行行为,将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

书义务的被执行人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通过“刚柔并济”执行措施,营造“让守信者受

益、让失信者受罚”的社会氛围.专项行动期间,共

为１４９０名主动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予以信用修

复,将８７７８名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

名单,拘传２６４５人、司法拘留２６７人、移送拒执案

件３７件,经验做法被省委政法委予以肯定.

１７．“智慧执行”APP:是由最高法院开发建设,

方便当事人全面了解执行、参与执行、监督执行的

移动司法公开平台,具体包括执行头条、执行指南、

服务台三大服务模块,当事人可通过“智慧执行”

APP获取本人执行案件节点信息、联系执行法官、

查询执行法规,获取更多司法便民服务.２０２３年,

我省法院通过“智慧执行”APP向当事人推送动态

信息１５７７６条,接收当事人留言 １１２０４ 条、回复

１１１９１条,回复率达９９８８％.

１８．互联网庭审系统(“云审”平台):是人民法

院为方便当事人参与庭审而研发的互联网智慧庭

审系统,当事人通过手机移动端登陆平台进入庭审

程序,参加应诉答辩、举证质证、庭审辩论、法庭调

解等环节,足不出户即可网上远程参与庭审,进一

步节省诉讼成本,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提

高审判效率.２０２３年,全省法院通过互联网庭审

系统开庭２０９２３次,审理案件１８９１７件.

１９．“有信必复”:最高法院为进一步加强人民

法院群众来信办理工作,推动涉诉信访矛盾实质化

解,对办理群众来信流程及办理时限提出明确规

范,以切实解决对部分群众来信回复不及时、实质

性回复质量不高等问题.

２０．期限内答复率:为做实“有信必复”工作,最

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应当及时向群众回复来信接

收、移送情况,承办部门应当在接收群众来信三个

月的期限内办结答复,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办

理期限.２０２３年,我省法院办理群众来信期限内

答复率达９９８９％,位居全国第一.

２１．枫桥式人民法庭:２０２３年１１月,最高法院

召开“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示范项目动员部署会,

根据创建示范活动方案要求,从２０２３年起至２０３５

年,每两年从全国人民法庭中创建１００家“枫桥式

人民法庭”.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发现矛盾源头、

回应群众诉求,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等

治理方式,实现“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治理目标

的综合体现.

２２．“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是最高

法院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中央台办、全国总

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发展改革委、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小企业协会等单位

建立的纠纷解决合作机制.近年来,全省法院按照

最高法院部署要求,与１２家单位建立劳动、知识产

权、金融纠纷等“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深度融合山西多元解纷平台功能推动矛盾纠纷化

解.２０２３年,全省法院诉前调解案件２７１４万件,

调解成功 １７３９ 万件,同 比 分 别 上 升 ５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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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３％,诉前调解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

２３．“示范性判决＋专业调解＋司法建议”工作

模式:是吕梁中院在解决某农商银行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系列案件中创新运用的工作方法,即选取具有

共通事实和法律争点的案件先行审理、先行判决,

进而发挥示范性判决的引领作用,最终促成某农商

银行３０余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以非诉讼方式化

解,并以上门授课普法的方式开展司法建议工作,

推动该金融机构堵塞漏洞、完善管理,避免发生类

似纠纷.

２４．“三源＋三联＋三治”同向发力工作格局:

近年来,阳泉中院坚持“抓前端、治未病”,探索构建

“三源联治”工作格局,其中,“三源”指诉源、执源、

访源,即通过“诉源治理、执源治理、访源治理”全链

条推进,推动诉源治理多元化、执源治理协同化、访

源治理实质化;“三联”指“内部联动、上下联通、府

院联席”全方位融合,推进内部联动高效化、上下联

通常态化、府院联席协同化;“三治”指“政治引领、

法治保障、自治强基”全要素保障,通过政治引领坚

定正确方向、法治保障夯实解纷基础、自治强基凝

聚治理合力.２０２３年,阳泉中院辖区法院一审劳

动争议新收案件数同比下降４７８１％,矛盾纠纷源

头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２５．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２０２３年１２

月,在全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调解工作

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大会上,太原

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晋中市祁县人民法院、长治

市武乡县法院洪水人民法庭、晋城市阳城县人民法

院、运城市稷山县人民法院等５家单位被评为全省

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２６．院庭长“阅核制”:是指各级人民法院院庭

长依据审判管理职责对案件的审理裁判进行审核

把关,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工作机制,是全面准确落

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要求,也是落实院庭长监督管

理责任、严把案件裁判质量的抓手.

２７．审判监督“五四一工作法”:是指太原中院

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创新实行“五类案件”

院庭长三级留痕监督、“四类案件”两级互动式质量

评查、再审案件院庭长一体化把关的审判监督管理

工作方法,即判前对涉及重大疑难、群体纠纷、裁判

冲突、投诉举报、长期未结的“五类案件”三级留痕

监督,抓实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主体责任;判后对

发回重审、改判、再审审结、长期信访“四类案件”两

级三评互动,做实案件质量动态追踪评查;通过院

庭长一体化办理再审审查案件,压实院庭长监管责

任,防止二审不负责任维持,形成案件审判监督管

理的完整闭环.

２８．“案－件比”:是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

标体系中的一项负向指标,其中,“案”是指当事人、

检察院提请人民法院审判的事项,统计范围包括刑

事、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等一审立案数;“件”是指

提请解决的“案”在进入人民法院后所经历的审判

执行程序.通过该项指标体现一个待决事项(案)

立案后,最终得以解决需要经历的审执程序(件)数

量,综合反映人民法院的司法水平和办案能力,全

面衡量审判工作的质量、效率和效果.

２９．“法答网”:是最高法院为全国法院干警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提供法律政策运用、审判业务咨询答疑和学习交流

服务的信息共享平台,该平台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日

正式上线运行.全省法院认真落实最高法院法答

网相关部署要求,迅速响应、上下联动,强化推动应

用、规范问答流程、延伸成果转化,逐步形成“有问

题找法答”“解决问题用法答”的良好氛围.

３０．“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即“分流、调解、速

裁、快审”机制改革,具体包括完善诉讼与非诉讼解

纷方式分流机制、完善调裁分流对接机制、完善案

件繁简分流标准、建立健全速裁快审快执机制等内

容,通过分调裁审一体化衔接,将矛盾纠纷层层过

滤,实现调解优先、简案快办、繁案精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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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２０２３年１０

月２０日,在全省法院党建工作经验交流暨高质量

发展推进会上,省高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全省法

院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开展全省法院党建

工作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具体包括:一是开展党

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行动,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开展“党建结对

共建”行动,实现理论共学、资源共享、活动共办、业

务共促,全力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三是开展

争创品牌党支部、争当党员示范岗、业务工作创一

流、党建品牌创特色“双争双创”行动,进一步释放

品牌矩阵集群效应,持续提升全省法院党建工作水

平;四是开展“智慧党建”“党建＋”创新行动,积极

打造法院智慧党建体系;五是开展基层党组织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行动,加强“四强”党支部创建;六是

开展党务干部能力提升行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七是开展领导班子党建联系点行

动,联系一个点、抓好一条线、促进一大片,推动法

院党建提质增效;八是开展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行

动,层层党建述职,层层压实责任;九是开展“党建

阵地建设”行动,使党建阵地人气聚起来、功能硬起

来、示范辐射作用强起来;十是开展“清廉机关”创

建行动,在全省法院营造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政

治生态.

３２．人民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表扬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

党员干警和各级人民法院党组织奋勇争先、建功立

业,２０２３年６月,最高法院对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扬.阳泉中院执行局、朔州市

应县法院被评为“人民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晋

城市沁水法院立案庭庭长、第三党支部书记段文

佳,吕梁中院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斛艳艳被评为

“人民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

３３．“两优一先”: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３４．“三个规定”:指中办、国办印发的«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

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印发的«司法机关内

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以及“两

高三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

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

干规定».“三个规定”为司法机关内、外部人员干

预过问司法活动从制度上划出了红线,为规范司法

人员与当事人及代理人、辩护人交往提供了准则,

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司法人员依法

履职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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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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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这个报告,决定予以

批准.

会议要求,省人民检察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十

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紧扭住

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大局,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突出“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工作主线,守正创新、能动履职、奋

发有为,努力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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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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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一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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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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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检察工作、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简称中央«意见»)及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工作的实施意见»(简称省委«实施意见»),锚定“两

个基本实现”奋斗目标,从政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

力,依法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积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

当,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步.

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

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全力服务保障山西转型发展、

高质量发展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认真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履行批捕起诉职能,批准和决

定逮捕各类刑事犯罪１６３５０人,起诉３４９３７人.常

态化推进扫黑除恶工作,起诉４８件.全力维护公

共安全,起诉杀人、强奸、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

１３８１人.批捕安全生产领域犯罪８０人,起诉１１２

人.指导办理吕梁永聚煤业办公楼“１１１６”重大

火灾事故案.联合省安委办召开防风险保安全工

作交流会,联合省应急管理厅等６个行政监管部门

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案件立案监督专项行动.积极

参与“断卡”行动,起诉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盗

取个人信息等犯罪７０６５人,持续警示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王某某在网上发布某企业虚假排污信息

并向企业实施敲诈勒索,洪洞县检察院引导侦查,

并依法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判处王

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１万元.

全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聚焦“三区三地”

建设,全力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助力实

现“三无三可”.组织开展“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

专项行动,起诉强迫交易、串通投标、合同诈骗等犯

罪２３４９人.立足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全

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

制,努力做到依法保障企业权益与促进合规守法经

营并重,办理企业合规案件２１７件,其中１６５家企

业整改合格,２０７名责任人被依法不起诉,２３名责

任人被从轻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另有３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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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整改不实,企业或责任人被依法追诉,做到“厚

爱”与“严管”相统一.开展涉企“挂案”集中清理专

项行动,联合公安机关清理涉企“挂案”３１０件,使

企业甩掉“包袱”,全身心投入发展.开展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专项行动,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５１４人,追赃挽损５９８２万元.加大洗钱犯罪打击

力度,起诉５５人.

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主动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与北京市检察院签订«京晋检察

机关协同发展合作框架意见»,建立１３项工作机

制,为更好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溢出效应奠定了基

础.设立京晋检察机关桑干河司法保护基地.聚

焦创新驱动发展,坚持“四大检察”协同发力,努力

形成全链条司法保护机制.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１４４件２４２人,办理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案件

２９件.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山西的“品

牌”,围绕汾酒、平遥牛肉、大同黄花等２１个品牌,

分别成立知识产权检察保护中心.向社会发布保

护创新发展知识产权典型案例５起.印发知识产

权检察综合履职工作指引,指导长治市检察机关依

法对“沁州黄小米”地理标志产品开展保护工作.

坚持以司法救助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因案

致贫、因案返贫,组织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专项行动,向３７９５名困难群众发放司法

救助金２８６５５万元.

全力守护三晋大地绿水青山.积极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着力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筑牢

绿色发展屏障.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１０个部门会签

«黄河流域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实

施细则»,部署开展“深入推进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推一泓清水入黄河”等专

项行动,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２４２件,办理行政

监督案件６７件、公益诉讼案件２７６２件,督促整治

排污企业１０家,清理垃圾３６万吨.某煤矿非法

排放２００余万吨煤矸石,形成巨大矸石场,长治市

上党区检察院督促推动涉案企业投入７０００余万

元,覆土２０余万方,全面完成土地复垦和补植复

绿.对我省检察机关保护水资源的工作成效,央视

«今日说法»以“守护黄河秀美安澜”进行了专集报

道.在全国首届服务保障黄河国家战略检察论坛

上,我省以«晋心守护 晋显担当»作了经验介绍,

«检察日报»以«大河奔涌见证检察担当»专题报道.

切实履行反腐败检察职责.积极参与反腐败

斗争,加强与监察机关办案衔接和配合制约,依法

指控犯罪,起诉监察机关移送职务犯罪７５０人,其

中办理最高检交办的原中管干部６人,原省管干部

３８人,使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坚持行贿受

贿一起查,起诉行贿犯罪２４人.助力行业治理,深

入分析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案件特点规律,及时制

发检察建议,推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出１４条

整改措施,办案中制发的检察建议被评为全国优秀

刑事检察文书.结合检察办案,深入研究职务犯罪

特点规律,省检察院编写了«职务犯罪检察五年工

作报告»和两批次１８件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受到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

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始终坚持治罪与治理并

重,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推行太原、运

城等地做法,加强轻罪治理体系机制探索,深化刑

事犯罪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指导各地采取轻罪案

件赔偿保证金、诉前考察、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

解、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做法,推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落实,切实办好群众身边“小案”,促进矛盾化

解、减少社会对抗.依法该轻则轻,对轻微刑事案

件犯罪嫌疑人依法不捕５０１２人、不诉１０６３４人.

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运城、太原、大同、忻州、

朔州等地积极探索“非羁押 APP”“电子手环”等监

管措施,对９００余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数字监管,真

正实现不“关”也能“管”好.坚持以个案办理促进

类案监督、系统治理,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１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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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做实“抓前端、治未病”.

坚决维护国防军事利益和军人、英烈合法权

益.起诉危害国防利益犯罪１２人.持续落实军地

检察协作机制,省检察院和石家庄军事检察院联合

办理某军用机场净空保护和营区周围环境整治公

益诉讼案,督促消除信鸽、超高建筑等净空隐患,推

动投入近２０００万元整治２７万余平方米污水区域.

推动在２４个铁路客运站设置保障军人依法优先配

套设施.协同文物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修缮保护

红色资源１１３处,传承红色基因.对４１名遭受不

法侵害的军人军属、退役军人给予司法救助.

二、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断

优化暖民心、惠民生、增福祉检察举措,努力将检察

温情传递到群众心里

着力守护百姓身边的安全.牢记公共利益代

表的神圣职责,积极守护好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

落实食药领域“四个最严”要求,“四大检察”与多部

门联手重拳打击食药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起诉制售

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犯罪１５９人,其中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６１件.持续开展“公益诉讼

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对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

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持续加大监督力度,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８４３件,诉前整改７６５件,起诉６４件,法

院审结４６件,全部支持检察机关意见.王某某等

人网购散装风湿哮喘类胶囊、药丸等,变更名称,虚

假宣传,构成生产、销售假药和有毒有害食品罪,平

遥县检察院跟踪监督,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主犯被处以５７万元惩罚性赔偿金.沁县检

察院针对辖区内红白事“流动餐厅”脱管漏管以及

存在卫生和安全隐患等问题,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出

台管理办法,对辖区５５家“流动餐厅”备案登记、卫

生检测,确保了群众用餐卫生不留死角.

倾情关爱特殊群体.主动担当作为,做实检察

支持起诉工作,为老人、残疾人、农民工、妇女儿童

等群体撑起一片“检察蓝”.连续数年开展根治欠

薪专项行动,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１８人,支

持起诉１８７１件,追讨欠薪２５４４５万元.孝义市检

察院通过办案,与公安、法院、人社、信访等部门建

立线索移送、侦办、追索等协作机制.常态化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起诉１６１人,助力守好老人“钱袋

子”.积极为特殊困难群众提供司法帮助,为残疾

人、农民工、受家暴妇女等开展支持起诉３３６９件,

让弱势群体维权“有心也有力”.忻州市检察院第

七检察部、晋中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和大同市新荣

区检察院、朔州市朔城区检察院、大宁县检察院等

５个单位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临汾市检察院、长治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新绛县

检察院分别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

体”“巾帼文明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太原、运城

检察机关有２人荣获“全国先进个人”.８岁天天

(化名)的唯一监护人被刑事拘留后,成为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方山县检察院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并跟进实施司法救助,央视«今日说法»栏目

专题报道了检察办案的良好效果.

用心呵护孩子们更好成长.坚决履行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职能,守护好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认真贯彻落实“两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

则,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起诉１２５６

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６９９名涉罪未

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强化双向保护,全面推

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机制,提供心理疏导

和法律援助４７３人次.积极实施“督促监护令”制

度,对因监护失职导致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或遭受侵

害的“甩手家长”发出督促监护令６７０份.加强与

公安、法院、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有

关部门和组织的协调配合,深入推进法治进校园活

动,推动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和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制度,全省行业入职查询

１７６５万人次,监督有关单位解聘劣迹人员４３人.

省检察院积极打造“携手共晋”未检品牌,形成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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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１２个市级院、１２０个基层院全覆盖的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品牌矩阵.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

地建设,全省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共建成基地４２

个,共同构建“六大保护”新格局.大同市青少年法

治教育基地在全国推广展播.

依法化解群众涉法涉诉烦心事.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如我在诉”的情怀全力化解

群众诉求.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案下访接访要求,

共接访１２１６件.开展重复信访实质性化解三年

“清仓”行动和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评查化解“百日行

动”,采取省院领办、市院督办等方式,５９件案件全

部化解.持续完善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监督平台建设,

做到群众信访全省一号受理、一网通办、全程监督.

从严落实“七日内程序性回复、三个月内办理进展

或结果答复”制度,受理群众信访２２万件,回复率

１００％.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组织公开听证４４２９

件次.

三、依法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坚持能动履

职,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

行稳致远推进刑事检察.坚持监督关口前移,

进一步规范和深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建

设,着力加强对该立案不立案、不该立案而立案的

监督,依法监督立案、撤案４９１３件,纠正漏捕、漏诉

１６７５人,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提出抗诉２５０件,

采纳率达７２８％.王某某冒充某传媒学院老师,

以办理入学事宜为由收取他人２２万元,侦查机关

以民事纠纷不予立案,广灵县检察院依法监督,引

导侦查取证,最终王某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深化“派驻＋巡回”刑事执行检察机制,实现全

省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交叉巡回检察全覆

盖,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减刑等线索１７件,

移送违法违规问题线索４４件,并跟踪监督.开展

老病残罪犯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活动,坚决纠

正“该减不减、该放不放、该收不收”等问题,对６９５

名符合条件的罪犯监督假释,推动我省假释率达到

１４１％.审查减刑、暂予监外执行８４７６人,推动暂

予监外执行率达到０１６％.

加大力度推进民事检察.办结民事生效裁判

监督案件１８８６件,同比上升７６％.针对确有错

误的民事裁判提出抗诉１８３件,法院审结１３４件,

改判、发回重审１２５件,改变率９３３％.提出再审

检察 建 议 １５０ 件,同 比 上 升 ２０％,法 院 采 纳 率

９６％.持续惩治虚假诉讼“毒瘤”,联合公安、法院、

监察机关常态化开展惩治和防范虚假诉讼活动,严

厉惩治“打假官司”,办理１０８件.同时,深挖细查,

由案到人,严惩虚假诉讼背后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

犯罪.天镇县某酒店为逃避债务,与郭某、王某、刘

某等人恶意串通捏造虚假借款合同,妨害诉讼秩

序,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纠正,３名犯罪嫌疑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１名司法工作人员因枉法裁判被依法

提起公诉.

强化履职推进行政检察.积极稳妥行使行政

检察新赋权,监督力度持续增强.加强行政诉讼监

督,受理各类监督案件７２０件,提出抗诉或建议再

审１６件.持续做实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出台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指定管辖办案指引,运用一

体化办案协作机制,化解行政争议案件２５７件.着

力加强对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探索与实践,与有关

行政机关建立行政执法和法律监督衔接机制,监督

行政违法案件９３６件,同比增长１０６倍.联合省

司法厅开展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试点

工作,监督１４５件,促进强制戒毒规范化.强化类

案监督,省检察院督促相关部门对建筑工程领域违

法转包分包行为履行监管职责监督案,被最高检评

为类案监督典型案例.

精准规范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全面加强公益

诉讼检察规范化建设,加大引领性、典型性“精案”

办理力度,１２件案件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特别

是我省办理的浑源县矿企破坏生态环境案,作为全

国仅有的两个指导性案例之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６４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１　



听取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报告

时专题播放.省检察院带头办理高质效案件,立案

办理的某高速公路水土保持案,督促拆除临时建筑

６７万平方米,复垦复绿８２０余亩.完善考评机

制,从总量(贡献度)和均量(均衡度)两个维度来评

价办案成效,每月对“精品案”进行点评,切实把“高

质效”作为办案追求.对于一些诉前检察建议解决

不了问题、具有示范引领意义的案件,敢于依法起

诉,通过诉的确认,推动类案治理,全年累计起诉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１４件.沁源县检察院针对某煤矿

企业违规采集地下水破坏黄河一级支流地下水资

源问题,在向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未落实的情况

下,依法提起诉讼,最终促使职能部门督促企业补

缴水资源税４４万余元,并投资３００余万元安装节

水设备.加强“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建设,注册

３１８６人,全社会关心公益保护的氛围日益浓厚.

依法规范推进检察侦查.严惩司法腐败,加强

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检察

侦查工作,形成“省院为主导、市级院为主体、基层

院为补充”的一体化机制.全年立查６０人,同比上

升７６５％.加大自行补充侦查力度,确保案件起

诉质量,全年补充侦查２８６７件.激活机动侦查权,

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依法开

展法律监督,查办６件１８人.朔州市社保中心３

名工作人员为３００余人虚报失业补助金,严重侵害

国家利益,省检察院指导朔州市检察机关以诈骗罪

依法立案查处,３名被告人一审均被判处６年以上

有期徒刑,为国家挽回损失２８５万元.汾西县对竹

镇副镇长孟某等２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却与他人

勾结,非法采矿,盗窃国家资源,被临汾市检察机关

依法侦办.

全面赋能推进数字检察.积极融入数字革命

浪潮,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助力监督手段、监督

方式发生蝶变.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大力推进跨部

门大数据共享,与２６个省直单位形成数据共享机

制,建成检察大数据基础平台.按照“业务主导、数

据融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要求,自主研发

１５０余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纠正案件１７４０件,推

动相关行业或部门建章立制６２件.某地检察机关

调取用地审批、行政处罚、税费缴纳等数据,经运用

模型比对碰撞发现线索,通过公益诉讼办案,监督

推动复垦土地１３００多亩,督促收缴耕地占用税及

滞纳金２２５亿元.太原市检察院侦查活动全流程

法律监督模型,阳城县检察院临时用地到期未复垦

法律监督模型和大同市检察院、荫营派出检察院联

合研发的刑罚变更执行法律监督模型,分别荣获全

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模型竞赛二、三等奖.

四、聚焦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新要求,全面加强

高素质检察队伍建设,切实担负起推进检察工作现

代化的时代重任

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入开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着力筑牢政治忠诚、坚定为民信念、增强检察

担当,让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山西检察机关的鲜明政治底

色.组织领导班子专题读书班,深入基层开展蹲点

式、阅卷式调研,成立大检察官调研组先后深入太

原、临汾等４地检察机关阅卷３０００余件,实地解剖

“麻雀”,解决办案瑕疵等问题２００余个,促进办案

质量提升.持续开展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大调研、大落实、大提

升”活动(以下简称“四大活动”),«旗帜»杂志介绍

了我省检察机关“四大活动”的经验做法.最高检

在山西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主题教育理论学习交

流会,省检察院党建工作经验做法受到各省区市检

察机关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深化党建品牌创建

活动,壶关县检察院«“两把扫帚”破层出圈 党建业

务相融并进»党建案例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第四届党建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百优案例.

筹建人民检察红色教育展馆(山西馆),赓续红色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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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由省委政法委和省检察

院牵头,对省级执法司法机关和１１个市组织开展

落实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督查检查,取得良好

效果.

加强检察人才队伍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法治思想,坚持以提升能力为突破口,持续组织

开展新时代全省检察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

律效果“三个效果”有机统一交流活动,省市县三级

检察机关的办案检察官踊跃参与,推动检察办案在

实体上实现公平正义、在程序上更好更快实现公平

正义、在效果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大力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检战略,以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

为重点,以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持续推进全

省检察机关“５５１人才选拔培养工程”,选拔定向选

调生３５人,招录高素质检察官助理２８７人,培养出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７人、省级检察业务专家１９人、

检察业务骨干５６４人.强化数字检察人才培养,与

浙江大学建立培养机制,为全省检察机关培养数字

检察骨干６４人.

持之以恒全面从严管党治检.牢记打铁还需

自身硬,持续强化内部监督制约,从严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扎实组织系统内政治督察,开展

对朔州、忻州、长治３个市院党组的政治督察,形成

“三个清单”,着力推进整改.与驻院纪检监察组持

续做实全面从严治党会商机制,修订会商办法,规

范监督事项和程序,完善制度１０余项,推动全面从

严治检向纵深发展.深入推动防止干预司法“三个

规定”落细落实,登记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

重大事项２８４６条.部署开展执法司法突出问题专

项检查,自查案件４５４２件,纠正立而不侦、强制措

施使用不当等问题２６０个.以“零容忍”的态度从

严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３８人.

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坚

持“四看”工作标准,聚焦“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要求,科学修订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体系,增加

本地化指标１０项,更加突出办案质量、效率、效果

有机统一,更加突出客观实绩评价,努力让求真务

实、担当实干成为检察人员鲜明的履职特征.全年

全省检察业务数据准确率位居全国前列,重点案件

评查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坚持强基导向,加强基层

领导班子建设,积极配合省、市组织部门选优配强

基层院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基层院检察长和常务副

职常态交流机制.持续“脱薄争先”,实施领导包

联、业务帮扶、结对共建,完成４个全国相对薄弱基

层检察院“脱薄摘帽”.持续推动“一院一品”“一院

多品”工作,侯马市检察院“寻真”检察文化品牌入

选全国检察机关优秀文化品牌.

各位代表,只有接受监督才不会懈怠,只有接

受监督才能不断进取.我们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

自觉接受监督的理念,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对省

人大常委会及代表转交的１９件案件,按期办结答

复１５件,近期转交的４件正在抓紧办理.办理代

表书面意见建议１４件、日常意见建议５７件.办结

政协提案１０件和转交办案件１件,办理委员日常

意见建议８０件.我们深刻认识到,代表、委员的意

见建议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和鼓励,必须高

度重视,以此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如,针对

１００１号关于完善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机制

的建议,各地检察机关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积极

争取支持,相继建立了司法救助资金快速拨付“绿

色通道”,有力保障了司法救助的及时性.再如,针

对１１１０号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建议,在

加强法治进校园的基础上,在人大代表、爱心企业、

社区等有关单位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检察机关挂牌

成立了１１２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帮教基地.注重

日常联络,主动加强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的沟通联络,定期寄送检察工作情况.省检察

院邀请代表、委员出席重要会议和参加调研视察、

检察开放日、公开听证、案件研讨论证等检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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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人次,院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各市召开代表座谈

会１１次,登门走访１００余人次,切实把接受监督做

在日常、做到经常.依法接受履职制约,进一步完

善与审判机关、侦查机关、行政机关的制约与配合

机制建设,全年会签有关工作文件４６份,联动建立

协作机制２７个,共同形成法治合力.与省高级人

民法院建立年度交流会商机制,对共同推进的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４个方面８项工

作深化监督与协作,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中维护

司法公正.高度重视并依法办理公安机关提请复

议复核的不捕不诉案件.着力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全面开通网上阅卷通道,主动接受监督.律师通过

互联网阅卷１８９９件.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深

化检务公开.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５次,向社

会发布检察办案数据４批次.全省检察机关公开

案件程序性信息６２７８６件,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检

察办案活动１４１５人次２７２０件.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省检察工作不断巩固

提升,设有通报值的２０项检察业务指标全部达标;

３５个案件入选全国典型案例;５９项工作经验做法

被最高检交流推广;３３个集体和个人获得省级以

上荣誉表彰,其中４个集体和４名个人荣立“一等

功”,壶关县检察院和忻州市检察院谢金娜、岚县检

察院曹月兰分别荣获“全国模范检察院”“全国模范

检察官”荣誉称号.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依

靠的是省委的坚强领导、人大的有力监督、政府的

大力支持、政协的民主监督、监委和政法各单位的

配合与制约,更离不开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社会各界的热忱关心和帮助.在此,我代表省检察

院和全省检察干警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对标党和人民的更

高要求,检察工作还存在一些短板不足:一是司法

理念还需要持续更新转变,一些检察干警只是守住

不违法的办案底线,对法治精神的理解把握与人民

群众的更高期待还有差距.二是法律监督能力还

存在短板弱项,民事检察监督“不精”、行政检察监

督“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三是距离高素质检察

队伍还有一定差距,检察复合型人才还比较少,队

伍纪律作风还需要持续加强.对此,我们将高度重

视并积极研究解决.

２０２４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全省检察

工作的总体思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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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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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检察工作、山

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中央«意见»及省

委«实施意见»,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本次会议决议,持续推进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聚焦法律监督,突出“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全面推进检察工作理念、体

系、机制、能力现代化,更加有力为大局服务、为人

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努力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更加坚定筑牢政治忠诚.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抓实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培训,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

高促进政治能力的提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加强检察机关党的

建设,深化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突出加强政治能

力培养和训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培育“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

新时代检察精神,持续增强检察队伍凝聚力、向

心力.

二是依法能动履职,更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山

西新实践.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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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积极参与更高水平平安山西建设,深化反渗

透反颠覆反暴恐反邪教等工作,依法严惩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扎实推进常态化扫黑除

恶斗争.持续深化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

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依法惩治经济金融领域

犯罪,规范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开展“检护民

生”专项行动,聚焦社区团购、网络营销、直播带货

等新业态涉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监督,加强劳动

者特别是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积极参与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司

法保护,协同整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养老诈骗,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强

化“三农”工作司法保障.

三是加强法律监督,扛起推进法治山西建设的

检察责任.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部署,积极投身法治山西建

设,不断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派驻＋巡回”

检察、民事行政检察精准监督等机制,促进司法权

力规范运行.更好履行公共利益代表职责,聚焦社

会各界关注的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妇女儿童权益

保障等领域,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围绕人民群

众关心关注,敢于啃硬骨头,多办案、办好案、出精

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推动数字检察信息技术与检察工作深度

融合,赋能法律监督提质增效.

四是从严管党治检,努力锻造堪当现代化建设

重任的检察队伍.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

扎实组织开展集中性纪律教育.坚持严的主基调

不动摇,持续完善一体推进“三不腐”、防治“灯下

黑”机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和司法不正之风,严格执

行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最高检“禁酒令”,

持续狠抓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落实,建设清正

廉洁检察队伍.

各位代表,使命呼唤担当,实干成就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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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和最高检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落

实本次会议决议,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职

责,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山西篇章贡献检察力量!

有关用语和案例说明

有关用语说明

　　１．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

犯罪案件时,结合办案实际,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

规承诺并积极整改落实.整改结果作为检察机关

依法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以及

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或者提出宽缓量刑建议、检

察建议、检察意见等处理决定的重要参考,促进企

业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

２．“挂案”:指四类涉民营企业经济犯罪案件.

一是对涉民营企业犯罪嫌疑人没有采取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等强制措施,公安机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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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之日起超过２年没有移送审查起诉或者依法

作出其他处理的案件;二是对涉民营企业犯罪嫌疑

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在解除强制措施后超过１２个

月没有移送审查起诉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处理的案

件;三是经人民检察院通知撤销案件而没有及时撤

销的案件;四是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超期未办

结的刑事案件.２０２３年,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会

签涉民企经济犯罪“挂案”专项清理工作意见,并成

立联合清理工作组,采取会商、通报、约谈等方式督

促“挂案”清理,收到较好效果.

３．京晋检察机关协同发展合作框架意见:为积

极贯彻省委“更好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溢出效应”

的部署要求,省检察院与北京市检察院签署了«京

晋检察机关协同发展合作框架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立足山西省院积极融入京津冀重大

国家战略,积极服务首都,共同推动京晋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提质增效.聚焦深化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协同治理,构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跨区域

协作、数字检察合作、司法便民机制;聚焦加强各领

域办案合作,探索开展跨区域重大刑事、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协调会商机制;聚焦常态化协调、

日常联络、信息资源共享、人才交流、多层次研讨交

流等工作,构建京晋检察机关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两地省级院总体协调、市县级

院为主体的多层次合作格局.

４．太原做法:太原市检察院持续开展“依法能

动履职 办好群众身边小案”专项活动,形成了“小

案”办理“太原经验”.该院充分用好轻微刑事案件

保证金提存、诉前联调等多元化解矛盾机制,做好

诉前考察和不起诉履行具结义务、志愿服务等机

制,适用该机制不起诉３３５人,实现有效惩戒与教

育双重目的.拓展“小案”的教育效果,部署开展常

态化讲好“小案”故事专项活动,让检察办案进社

区、进企业、进学校,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

加,受到社会好评.太原办好群众身边“小案”的做

法在全省推广.

５．运城做法:省检察院确定运城市院为社会危

险性量化评估工作试点单位,指导出台量化评估办

法.通过反复调整、验证,最终形成了６０项指标、７

个附注组成的社会危险性量化指标体系,为非羁押

措施应用提供量化依据,改变了逮捕全靠“主观判

断”的惯性思维,使“以捕代侦”、“一押到底”现象得

到明显改善.当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将运城市院

确定为全国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试点.

６．轻罪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对有被害人的案

件,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小且悔罪表现良好,一时

达不成和解的,建立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依法保

障被害人合法权益.

７．“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合称未

成年人保护“两法”,内容涵盖与未成年人学习生活

相关的方方面面,共同构建起青少年健康成长更加

全面有力的司法保护体系.

８．“督促监护令”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涉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当监护人对子女的不良行为

未及时有效干预、不当履行监护职责或者监护缺

失,但又未达到撤销监护权、启动国家监护的严重

程度时,由检察机关向监护人发出要求其依法履行

监护职责的检察工作文书,通过责令强制接受家庭

教育指导等方式唤醒监护人的责任意识,促使其认

真履行监护职责.２０２３年,全省检察机关积极落

实“督促监护令”制度,对因严重监护失职导致未成

年人涉嫌犯罪或遭受侵害的“甩手家长”严肃发出

“督促监护令”,从法治层面,督促落实监督职责.

同时,通过全流程督促帮助、探索异地协作、加强多

方联动等举措,共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９．“六大保护”新格局: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未

成年人保护法»重新修订实施,新增“政府保护”和

“网络保护”两章内容,与原有“家庭保护”、“学校保

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共同构成我国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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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六大保护”体系.全省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积极参与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建设,以开展监护监督为基础促

进家庭保护、以完善防范机制为依托促进学校保

护、以深化专项治理为抓手促进社会保护、以惩防

网络犯罪为重点促进网络保护、以形成部门合力为

目标促进政府保护,以检察之力促推其他“五大保

护”落实落细,形成积极的工作关系,共同保障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

１０．“虚假诉讼”:即打“假官司”.是指当事人

出于非法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

利,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捏造事实、伪造

证据、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

用虚假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等申请执行,企图使法

院作出错误裁判、调解或者执行法律文书,从而达

到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的目的.

１１．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试点工

作:省检察院联合省司法厅开展司法行政强制隔离

戒毒检察监督试点工作,确定太原、大同、长治、临

汾、运城为试点地区,５个试点检察院通过“派驻”

方式对７个试点戒毒所(全省共有１３个)进行监

督,共办结１４５件监督案件.省检察院探索建立了

强制隔离戒毒与检察平台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强制

隔离戒毒执法工作和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工作信

息共享,监督纠正戒毒人员借助刑罚规避强制隔离

戒毒的问题.

１２．法律监督模型:是数字检察在检察履职中

的重要应用形式,具体来说,通过个案办理发现规

律性、共性问题,总结归纳特征要素并转化为监督

规则,在多元的海量数据中进行数据筛查、比对、碰

撞,挖掘类案监督线索,进而开展系统治理.截止

目前,全省检察机关构建了１５０余个法律监督模

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模型建模应用发现推送监

督线索１９．２万余条,研判后线索核查７５５８２条,线

索成案６６４７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治理成效.其

中监督纠正案件８５０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１０８

件、撤案３７件,立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

件６件,向纪委监委移送国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案

件线索７５件,向行政机关等相关部门移送案件线

索１３２７件,推动建章立制６２项,为推动解决社会

治理深层问题,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

贡献.

１３．“四大活动”:２０１８年以来,省检察院在全

省检察机关持续开展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大调研、大落实、大提

升”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检察监

督办案主责主业,以“大学习”为引领,以“大调研”

为基础,以“大落实”为关键,以“大提升”为标准,每

年制定工作目标,有力推动各项检察工作上台阶上

水平,迈进并走好全国第一方阵.

１４．“两把扫帚”精神:早在１９８４年,面对恢复

建院不久、事业百废待兴、干警素能亟待提升的局

面,壶关县检察院时任检察长马秋长提出“全体干

警早晨６点到岗,集中学习１小时;８点准时上班,

集中打扫办公场所”,后被总结为“一把扫帚为早

学,扫除思想上的‘灰尘’;一把扫帚扫院子,扫除环

境上的灰尘”的“两把扫帚”精神.此后,该院１０届

党组以“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

劲,积极打造“两把扫帚”党建品牌文化阵地,并将

其引申为“一把精神扫帚———坚持学习,加强理论

武装;一把实体扫帚———从小案办起,积极履职作

为”,不断推动党建与业务相融并进,让文化软实力

成为推动检察工作向上向好发展的硬实力.

１５．“落实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省级督查检

查:２０２３年２月,山西省委印发了«山西省２０２３年

度省级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计划»,将“落实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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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督工作督查检查”纳入省级督查检查项目.

１０月１７日,省委政法委召开了全省落实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督查检查动员部署会,明确了“落实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意见建议情况”“配合检察机关

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等８大类２３项督查内容,

部署了相关任务.省委政法委和省检察院牵头,以

突出检察监督刚性为重心,聚焦“四大检察”监督难

点堵点,覆盖立案、侦查、审判、执行各监督环节,组

织五个督查组分赴省委依法治省办、省法院、省公

安厅、省司法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

应急管理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及１１个地市对口

单位开展督查检查.工作结束后,省检察院高质量

起草了督查检查报告和反馈意见,形成了一个督查

报告、一个经验材料汇编、一个问题整改清单、一个

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通知、以督查

检查实际成效开拓山西检察法律监督工作新局面

的一个新起点.

１６．“５５１人才选拔培养工程”:为适应新时代

山西检察事业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

建设,根据最高检«加强新时代检察人才培养若干

措施»的相关要求,省检察院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确

定到２０２５年底,在全省检察系统选拔培养５０名检

察业务专家、５００名精英检察官、１０００名骨干检察

官助理,简称为“５５１人才选拔培养工程”.

１７．“三个清单”: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

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队伍

建设的意见»及最高检«关于检察机关开展政治督

察工作的意见»,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连生同

志的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决策下,省委政法

委、省检察院组织开展联动政治督察.８月６日到

８月２１日,省检察院党组会同地方党委政法委,派

出三个联动督察组对朔州市检察院党组、忻州市检

察院党组和长治市检察院党组进行了联动政治督

察.期间共与１４１人进行了个别谈话,下沉到１０

个基层院进行了以下看上、延伸督察,查阅相关资

料数百份,发现５方面３８项具体问题.９月初,省

检察院党组对各组督察报告进行了专题审议,提出

整改要求.被督察党组高度重视反馈意见,认真研

究制定整改方案,形成了“三个清单”,即问题清单、

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挂图施工、对账整改销号.

立行立改完成３５项,整改率９２．１％,３项正在持续

整改,联动政治督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１８．“三个规定”:是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

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

委印发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

任追究规定»,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

法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

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

规定».全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司法办案“三

个规定”和最高检«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

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三级

院全员覆盖、逢问必录、逐月报告,使之成为检察人

员的自觉习惯.

１９．“四看”工作标准:省检察院党组提出“看业

务质效、看典型案件、看工作经验、看先进荣誉”工

作标准,以此激励引领全省检察工作整体迈进全国

第一方阵.

２０．“寻真”检察文化品牌:侯马市检察院扎根

法治沃土,积极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斗力量,将彭

真同志坚持信仰、一心为民、崇尚法治、求真务实的

精神风范融入检察血脉,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

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精心打造“寻真”检察文化品

牌,以“党旗红”引领“检察蓝”,从薪火相传中不断

汲取推动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奋进力量,以“寻真”检

察品牌为引领,将红色基因注入新时代检察工作,

以依法能动履职写下为民司法的实践注脚,更加坚

定走好新时代新征程检察事业新的赶考之路.

２１．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帮教基地:是检察机关

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共同帮教轻罪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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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场所.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联合政府有关

部门及相关社会力量,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等建立涉罪未成年人观护教育基地,

旨在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监督考察和帮助教育的

场所,通过开展公益活动、党性教育活动、技能培

训、活动监护等方式,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从而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截止目前,全

省已建成涉罪未成年人观护教育基地１１２个,１１

个地市实现全覆盖.

２２．省检察院与省法院交流会商机制:２０２３年

９月,省“两院”举行了首次工作交流会商会.省法

院冯军院长、省检察院杨景海检察长出席会议,对

会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对深化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建立民事抗诉和再审检察

建议案件办理协作机制、建立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沟

通协作化解机制等工作进行了沟通交流,在统一司

法理念、强化协作配合、明确分工落实等方面达成

共识.此次会商标志着山西法检“两院”交流会商

机制正式建立.

２３．通报值指标:２０２１年３月,最高检开始探

索设置通报值指标,旨在科学评价办案质量,鼓励

先进、鞭策后进,克服不顾办案实际追求数据排名、

盲目攀比,一味追求数字的无限高或无限低等影响

正常办案质效、偏离司法规律的情形.即对一些指

标设定一个数值(最高检有１４项指标设定该数值,

数值主要是根据全国数据的平均值、中位数、最高

值、最低值等,综合考虑业务实际,确定一个合适的

数值.省院有６项本地化指标设定该数据,设定方

法参照最高检),指标数据达到这个数值后,上级院

在通报各地指标时,对达到该数值的地区,就不再

通报该指标的具体数字,只标明这个地方该项指标

达到通报值,更加符合司法规律,体现维护公平正

义的担当,引导检察办案人员不为指标所困、数据

所累,更重实绩.

有关案例说明

１．王某某敲诈勒索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某通过

自媒体账号“你提供我曝光”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山

西焦煤霍州煤电三交河煤矿环境污染问题”的视频

(视频内容系网络下载排污影像资料剪辑而成).

该企业负责人张某得知后,担心对企业造成恶劣影

响,遂委托其朋友陈某联系删除视频事宜,王某某

借机提出支付２万元予以删除视频的要求.次日,

王某某再次联系陈某索要钱财.张某通过陈某支

付２万元删除费后报警.案件进入起诉环节后,洪

洞县检察院认真分析研判案情,依法提起公诉,法

院采纳检察机关建议,判处犯罪嫌疑人有期徒刑一

年二个月,并处罚金１万元.

２．王某某等人生产、销售风湿类假药、有毒、有

害保健食品案:王某某等人从网上定购大量散装风

湿类、哮喘类胶囊、药丸,又从某市订购制作了外塑

料药瓶、包装盒、说明书、药品标签,将购买回来的

胶囊、药丸及外包装加工成标有“风湿康胶囊”“风

湿宁胶囊”等字样４类药品及标有“蚂蚁蛇蝎胶囊”

等字样３类保健食品,并通过网络向老年群体进行

销售.经公安机关调查,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

雷某某等４名嫌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金

额达９９．９万元.平遥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县

法院一审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判处王某甲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１５２

万余元;判处王某乙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１万元;以销售假药罪判处王某丙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２万元;判处雷某某有期徒

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４０００元.平遥县检

察院跟踪监督,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被告人被处以６０００元至５７万元不等的惩罚性赔

偿金.

３．方山县检察院救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案:天

天(化名)在其父亲被执行刑事拘留期间,因无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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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被送至未成年人社会救助保护中心.方山县检

察院在收到案件线索后,派干警到其户籍所在地调

查了解家庭情况,并与其姑姑沟通担任临时抚养

人.方山县院向县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按照规定为天天办理指定监护等相关事

宜.方山县民政局、马坊村委会及时采纳检察建

议.方山县民政局启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程

序,每月发放生活救助金１１４５元,县医保局落实资

助参保３５０元,县妇联发放了山西省困境妇女儿童

救助项目金１０００元,县慈善总会发放救助金５０００

元,检察机关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２万元.

４．王某某诈骗立案监督案:嫌疑人王某某谎称

自己是四川传媒学院的老师,答应被害人曹某某办

理四川美院的入学事宜,并收取２２万元费用.王

某某收款后,将钱款用于归还债务和个人消费,并

未联系办理入学事宜,在曹某某多次催促下,王某

某退还４万元.公安机关以王某某诈骗案系民事

纠纷为由未予立案.广灵县检察院调取并审查报

案相关材料,认为王某某的行为可能涉嫌诈骗犯

罪,遂将该线索移交刑事检察部门开展核查工作.

刑事检察部门收到线索后,对微信聊天记录、转账

记录以及报案材料进行审查,与公安机关会商后,

提出４条引导取证意见,并督促调查取证.广灵县

公安局对王某某诈骗案立案侦查,县检察院依法提

起公诉,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２万元.

５．郭某等与张某及某酒店民间借贷纠纷虚假

诉讼监督系列案:郭某向天镇县法院提起诉讼,称

张某及某酒店因办理土地手续向其借款４３５万元,

请求判令张某及某酒店偿还其４３５万元借款及利

息.法院调解张某及某酒店在十日内偿还郭某

４３５万元借款及利息４００万元.调解书生效后,张

某及某酒店未履行义务,郭某申请强制执行,该院

对某酒店财产轮候查封.随后,王某、刘某、侯某等

人以类似事由分别向天镇县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均

以调解或判决方式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天镇

县法院协调平城区法院商请郭某、王某、刘某、侯某

等人与张某及某酒店民间借贷纠纷强制执行案,与

平城区法院正在执行的安某与张某及酒店民间借

贷纠纷强制执行案合并执行,参与财产分配.因合

并执行数额高达２６００万元,远超被执行标的实际

价值,安某向大同市检察院举报,反映张某及某酒

店与郭某、王某、刘某等人恶意串通、虚增债务,涉

嫌虚假诉讼犯罪.检察机关依法介入,调查核实发

现４起案件存在疑点,经分析研判,认定郭某起诉

的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郭某诉张某、某酒店民

间借贷案件涉嫌虚假诉讼,其他三案也无充分证据

证实借款事实实际发生,同样涉嫌虚假诉讼.平城

区检察院以涉嫌虚假诉讼罪对４名当事人提起公

诉,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其中３人十个月至一年

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６．某高速公路水土保持案:某高速公路项目未

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存在弃渣场和取土场“未批先变”、违法占地、多处

水毁以及施工便桥影响河道行洪安全等问题,致使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省检察院直接立案,协同

吕梁市和兴县、岚县两级检察院一体办理.省检察

院向省人大请示办案中遇到的地方性法规理解问

题,赴省交通运输厅和省水利厅调查核实相关情

况,吕梁市检察院向兴县、岚县人民政府现场宣告

送达诉前检察建议书,督促拆除临时建筑６．７万余

平方米、拆除横跨黄河的施工铁桥一座、复垦复绿

８２０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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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公　告

(第一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７日补选唐登杰为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公　告

(第二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７日补选陈安丽为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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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的

审查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５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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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依法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向

大会提出议案.截至１月２４日１２时,大会共收到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事原案２２件,其中立

法方面２０件,监督方面２件.

为提高议案质量,领衔代表会前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起草议案文本;会议期间,领衔代表与附议

代表认真研讨,进一步完善议案文本.提出２２件

议事原案,参与联名代表２９９人次,涉及７个代表

团.经审查,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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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案由明确、案

据充分、方案具体,符合议案构成要件.鉴于０００４

号与００１９号议事原案内容相近,建议合并,将２２

件议事原案立为２１件议案,分别是:

１．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执法检查的议

案(０００１号)

２．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２号)

３．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３号)

４．关于制定«山西省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４号和００１９号)

５．关于制定«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条例»的议案(０００５号)

６．关于制定«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６号)

７．关于制定«山西省养老服务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７号)

８．关于修改«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８号)

９．关于制定«山西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

例»的议案(０００９号)

１０．关于制定«山西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００１０号)

１１．关于尽快制定出台«山西省古建筑保护与

利用条例»的议案(００１１号)

１２．关于制定«山西省种子条例»废止«山西省

农作物种子条例»和«山西省林木种子条例»的议案

(００１２号)

１３．关于废止«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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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００１３号)

１４．关于制定«山西省城市更新条例»的议案

(００１４号)

１５．关于制定«山西省学前教育条例»的议案

(００１５号)

１６．关于制定«山西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６号)

１７．关于制定«山西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７号)

１８．关于修订«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技术推广法›办法»的议案(００１８号)

１９．关于修改«山西省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和奖

励条例»的议案(００２０号)

２０．关于开展«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执法检查的议案(００２１号)

２１．关于制定«山西省地方粮食储备管理条例»

的议案(０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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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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５５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丁小强 王同化 王仰麟

王　纯 王建忠 王　珍

王　震 韦　韬(壮族)邓玉恩

邓雁平 卢东亮 卢建明

田玉成 冯云龙 朱晓东

任建华 刘振国 刘继隆

米效东 孙大军 孙祥林

李云峰 李凤岐 吴小华

吴存荣 吴俊清 谷　明

张吉福 张志川 张春林

张　洁(女) 陈耳东 陈安丽(女)

陈忠辉 陈振亮 妙　江

武志远 罗清宇 郑连生

赵建平 姜四清 贺天才

袁振旭 徐广国 徐宝龙

郭海刚 唐登杰 常书铭

常　青 梁俊明 景　鸿

谢　红(女) 雷健坤(女) 蔡汾湘　　

魏　民

秘书长

罗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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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唐登杰 罗清宇 陈安丽(女)

贺天才 谢　红(女) 王　纯

张志川 吴俊清 郭海刚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郭海刚 李秋柱 丁利军

李新春 卢建明 毛益民

汪　凡 张　波 骞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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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列席人员名单

一、在晋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３８人,按姓名笔画

排列)

马金莲(女) 马通贵 王　飞(女)

王政涛 王晋刚 王润梅(女)

王娟玲(女) 王雅丽(女) 双少敏(女)

白琦瑞(女) 吕春祥 朱少辉

刘　正 许连红(女) 李丽丽(女)

李国彪 李　慧(女) 李慧义

杨晓静(女) 杨　蓉(女) 辛　琰(女)

张世丽 张临山 陈晓拴

武　艺 范银莲(女) 杭　侃

赵建国 郝　旭 郝持胜

胡占军 郭凤莲(女) 盛更红

崔丽枝(女) 阎美蓉(女) 童明全

雷茂端 解　军

二、在晋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２人,按姓名笔画

排列)

梁丽萍(女) 赵建泽 孙予罕

赵素卿(女) 李新华 韩清华(女)

昌　善 龚永德 苗　洁(女)

姚锦龙 贺　晗 程玉珍(女)

三、省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１４人)

刘俊义　　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潘海燕(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汪　凡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常建忠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姚青林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王帅红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郭丙福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龚孟建　　省水利厅厅长

孙京民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王宏晋　　省商务厅厅长

张　波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冯　征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

王启瑞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陈　磊　　省审计厅厅长

四、在晋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２人)

王儒林　　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骆惠宁　　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五、省军区、武警山西总队主要负责人(２人)

田　越　　省军区少将司令员

任明龙　　武警山西总队少将司令员

六、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５人)

李新春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荣奋刚　　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王晓鹏　　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周跃武　　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白险峰　　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七、省委副秘书长(２人)

王炤坤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省

委财经办、省转型综改办主任

王成禹　　省委副秘书长

八、省委工作机关和省委工作机关管理的机关负责

人(８人)

刘　鹏　　省委网信办(省网信办)主任

张晓峰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编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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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红　　省委台办(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何　青　　省委巡视办主任,省纪委常委、省监

察委员会委员

毛益民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齐海斌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

局长

员鸿琛　　省委机要局(省国家密码管理局)

局长

郝永明　　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省国家保

密局)主任(局长)

九、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副主任、局长、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２３人)

王李平　　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

组组长

阎默彧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门世宾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张文栋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汉琦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

程银锁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张和营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杨向群(女)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

高中山　　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

陈腊平(女)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　磊(女)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潘新奇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吴明禄　　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

陈青祥　　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副局长

顾昭明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级巡视员

王巨华　　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王　岳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许文红(女)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梁世飞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二级

巡视员

赵军梅(女)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二级

巡视员

王登峰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二级巡视员

韩树洪　　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二级巡视员

赵志军　　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二级巡视员

十、省政府副秘书长(４人)

卫英慧　　省政府副秘书长

曹荣湘　　省政府副秘书长

向弟海　　省政府副秘书长

胡　勇　　省政府副秘书长

十一、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及太原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院长(６人)

管应时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喜春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翟瑞卿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　宏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建康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丁国华(女)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

十二、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及太原铁路运输检察

分院检察长(６人)

崔国红　　省人民检察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

检察长

闫绪安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苑　涛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宁建新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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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雅清(女)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史海东　　太原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检察长

十三、省政府直属机构负责人(１０人)

鞠　振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赵晓春　　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赵雁峰　　省体育局局长

张晓东　　省统计局局长

卫国锋　　省政府研究室主任

李东洪　　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

邓维元　　省能源局局长

刘润民　　省文物局局长

薛军正　　省国动办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

任,省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刘中雨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

十四、省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负责人(５人)

王云龙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锁成　　省司法厅副厅长(兼)、省监狱管

理局局长

袁同锁　　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贠亚明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石秀萍(女)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

十五、省管事业单位负责人(２６人)

韩　红(女)省档案馆馆长

高建军　　省供销社主任

彭东晓　　省地质勘查局局长

张　羽　　山西日报社社长

刘英魁　　山西广播电视台台长

延晋军　　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主任

薛春生　　省就业服务局局长

王　涛　　省社会保险局局长

王拥军　　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张润泽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采购中

心)主任

曹　进　　省专用通信局局长

裴彦明　　省测绘地理信息院院长

杨春权　　省投资促进局局长

张继宏　　中国煤炭博物馆馆长

张　涛　　省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

胡钢成　　省公路局局长

冯京民　　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

王晓毅　　山西博物院院长

邵国荣　　省能源发展中心主任

郭天恩　　省水利发展中心主任

赵江燕(女)省发展改革委项目推进中心主任

刘清平　　省高速公路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总队长(局长)

王五一　　省检验检测中心(省标准计量技

术研究院)主任(院长)

崔志明　　省直机关后勤保障中心主任

赵　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刘先胜　　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学科学

院)院长

十六、省群团组织负责人(２人)

李海渊　　省贸促会(山西国际商会)会长

周　然　　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十七、中央驻晋单位负责人(２９人)

李朝选　　省国家安全厅厅长

杨卫东　　审计署太原特派办特派员

江　林　　太原海关关长

杨永宁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西局局长

秦红保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兼),省邮

政管理局局长

朱春雷　　中国民用航空山西安全监督管理

局局长

陈晓磊　　山西黄河河务局局长

陶　林　　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

陈永智　　山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总站

长、督察长

方合三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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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工作)

胡继学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山

西分公司总经理

杨志忠　　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

孙乃波　　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

徐洪杰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黄胤立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省分公司总经理

唐　勇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郦　皓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山西省分

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苏　宁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管春平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李天胜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宏伟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国保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董

事长

梁国斌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销售分公司执行董事

刘定友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董

事长

刘建祥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山西分公司董

事长

孙　涛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山西能源

有限公司董事长

胥金平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

司执行董事

周　栋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分公司总经理

耿　涛　　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

十八、省属国有骨干企业负责人(８人)

刘　军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永平　　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倪华光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

袁清茂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李卫平　　山西大地环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阳　军　　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王　琳　　华舰体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晓军　　神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十九、省属金融类企业负责人(３人)

高计亮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亚　　山西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梁晓军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十、省属文化类企业负责人(６人)

贾新田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赵文华　　中国广电山西网络有限公司董

事长

郭跃鹏　　山西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高晓江　　山西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贺建平　　山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李　飞　　山西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二十一、后勤服务、地勘类企业(３人)

杨文治　　山西晋勤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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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长

方　卫　　山西会议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

江　荣　　山西地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十二、本科院校负责人(２４人)

黄桂田　　山西大学校长

陈　钱　　中北大学校长

张　强　　山西农业大学(省农业科学院)

校长(院长)

田祥宇　　山西财经大学校长

许小红(女)山西师范大学校长

王宏伟　　山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王金胜　　长治医学院院长

梁卫国　　太原师范学院院长

乔永生　　忻州师范学院院长

姚丽英(女)山西大同大学校长

岳　澎(女)运城学院院长

刘　勇　　晋中学院院长

梁玉蓉(女)太原工业学院院长

薛晋文　　吕梁学院院长

李　伟　　山西传媒学院院长

李东光　　太原学院院长

姜俊兵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院长

冯国瑞　　山西能源学院院长

张惠选　　山西警察学院院长

潘晋孝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校长

刘翠荣(女)临汾科技学院(筹)院长

弓永华　　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筹备组

组长

苏天照　　山西开放大学校长

贾绘泽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主持工作)

二十三、省政府驻外办事处主任和省援疆前方指挥

部总指挥(４人)

徐　健　　省政府驻天津办事处主任

张　明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王世超　　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

刘　鹓　　太原市委常委,省援疆前方指

挥部总指挥,省政府驻新疆办

事处主任(兼)

二十四、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１１人)

牛　亮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　玺　　大同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何志岳　　朔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李　强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建国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双寿　　晋中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李昱平　　阳泉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牛金生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闫建升　　晋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宋大鹏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赵振国　　运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二十五、设区的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代主任(９人)

张文伟　　大同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任增强　　朔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王建江　　忻州市监察委员会代主任

徐德峰　　吕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那志茂　　晋中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师旭明　　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王志东　　长治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刘振华　　晋城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梁晓旭　　临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二十六、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代院长(１１

人)

于昌明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硕才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虎荣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栗向东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勇飞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原占斌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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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旭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杨泽民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徐尚勇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

乔　杰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赵　斌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二十七、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１人)

马红彬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郑黎明　　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白建云　　朔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郭　鸿　　忻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范海生　　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东曙　　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世荣　　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　峰　　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晓波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姚江华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宋晋民　　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十八、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副

主任(１０９人)

王建文　　太原市小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薛　凯　　太原市迎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晓红(女)太原市尖草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振鹏　　太原市万柏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靳玉琴(女)太原市晋源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主持工作)

相　辉　　古交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张晋涛　　清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志勇　　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存海　　娄烦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

持工作)

王丽萍(女)大同市平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巨平　　大同市云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梁　介　　大同市新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闫　军　　大同市云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何长青　　左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进才　　阳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跃新　　浑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大军　　灵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玉清(女)广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维新　　朔州市朔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志武　　朔州市平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权　　怀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闫祖伟　　山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傅存新　　右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安亮东　　忻州市忻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庞晋源　　原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全隆　　定襄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张树成　　五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闫耀勇　　代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姚力山　　繁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贺玉　　宁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武卫东　　静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建国　　神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德华(女)五寨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贾玉春　　岢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志福　　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彩文(女)保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晓春　　偏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白小勤　　汾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俊明　　孝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良　　交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范发宾　　文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朱和平　　交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文军　　石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建中　　中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薛　平　　柳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秦　峰　　方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尹永平　　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史小军　　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　新　　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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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李鹏飞　　晋中市榆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武亚民　　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董建伟　　介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艳萍(女)榆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儒林　　左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袁瑞军　　和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显鸣　　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　钦　　寿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卢建华　　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利平　　平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吴利军　　灵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如晟　　阳泉市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彦军　　阳泉市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瑞生　　阳泉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卫东　　平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建华　　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咏刚　　长治市潞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芬芬(女)长治市上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翟　勇　　长治市潞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郗淑芳　　长治市屯留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宇红　　长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月飞　　壶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江鸿　　黎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军印　　武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智越　　襄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佩璋　　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宏斌　　沁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韶华　　泽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培安　　高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晚红　　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立新　　陵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窦书瑾　　沁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鲁立波　　临汾市尧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秦海玉　　侯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晓晖　　洪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占平　　霍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费向前　　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放明　　翼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魏书亮　　安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阴和平　　古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学良　　浮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建平　　乡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蒲刚　　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志红　　汾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　静(女)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强晓辉　　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新平　　大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连青　　永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继丰　　运城市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立功　　永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希平　　河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莉(女)临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鹏凯　　万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姚文生　　新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小青　　闻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　晓　　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小虎　　垣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贵林　　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裴向红　　平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应征　　芮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二十九、在晋两院院士(３人)

王一德　　黄庆学　　徐明岗

三十、十三届省政协委员５４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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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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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决定: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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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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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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

案)»的议案

八、选举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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