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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骆惠宁

各位代表,同志们: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党中央及

省委的决策部署,在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共同努力

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就要胜利闭幕了.全体代

表对在省委正确领导下,我省实现从经济断崖式下

滑到走出困境、再到转型发展呈现强劲态势的重大

转折,给予充分肯定,对山西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会议审议批准各项重要报告,讨论通过了各项决

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选

举产生了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和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选举产生了我

省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省人民和社

会各界对大会给予高度关注和好评.这次会议,是

一次高举旗帜、开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民主团结、

风清气正的大会.

大会选举我继续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

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对我的信任.我一定按照党

和人民的要求,忠诚尽责、依法履职,与全体人大代

表一起,推动全省人大工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前进.

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十二届人大

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认真履行法定

职责,为全省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很大努力和重要贡

献.这里,让我们向省十二届人大及常委会组成人

员,表示衷心感谢!

过去几年,山西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实现

了重大转折和重大进步.山西人民难以忘怀:面对

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果断对省委班子进行改组式调整,推动

各方面建设和发展迈上新的征程.在山西发展的

关键时刻,习总书记亲临山西视察并发表重要讲

话,进一步引领山西人民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省上下坚持

“一个指引、两手硬”思路和要求,形成了学用习总

书记重要思想的大格局,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提了起来,风清气正成为山西新的名片,转型综

改试验区建设焕发出蓬勃生机.习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发出新的进军令后,全省迅速兴起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热潮,立足时代方位,全力提高在山西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水平.回

首以往,展望未来,有习总书记和党中央领航掌舵,

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在新征程中夺

取新胜利的根本保证.当今的三晋大地,虽然还面

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方向更加明确,转型已经

入轨,人民昂扬奋进,无论是内生动力还是外部形

象,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次省“两会”

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一致表示:“是习总书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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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挽救了山西”,讲出了全省人民的共同心声.

未来五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是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我们要把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坚持

新发展理念,聚焦“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三大

目标,坚持和丰富转型发展“三条基本经验”,在坚

定不移走好转型发展之路上开辟新境界;坚持思想

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先行先试,多推

有山西特点的改革,善作善成,在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达到新水平;坚持对标一流、追

求卓越,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使更多工作进入

全国第一方阵,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登上新台阶;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实现新作为;坚持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推动构建良好政治生态进一步“巩

固、深化、提高”,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上迈

出新步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

求.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

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习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

国作了重要讲话.我们要以这次修改宪法为契机,

进一步增强宪法意识、法治观念,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把法治山西建

设不断推向前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实加强对人大工作的

领导,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为人大及其

常委会开展工作提供有力保证.全省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要全面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把党中

央及省委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推动人大工作与

时俱进、完善发展.人民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

肩负着历史使命,要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

法履行职责,保持良好形象.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

民、紧紧依靠人民,就能获得无穷力量,在攻坚克难

中奋勇向前.

各位代表,同志们!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

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

山西是创造出璀璨文化的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是

锻造出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的红色土地,是正在进行

具有开创性示范性意义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主

战场.听党话、跟党走是三晋儿女矢志不渝的坚定

信念,不畏艰险、敢于胜利是三晋儿女感天动地的

伟大品格.我们坚信,山西实现了极不平常的重大

转折,经历过极不平常的严峻考验,面对极不平常

的历史机遇,全省人民一定能够勇毅笃行,创造出

无愧于新时代的宏伟业绩!

各位代表,同志们! 众志成城担大任,砥砺奋

进展新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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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谱

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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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长楼阳生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高度评价,在省委正确领导下,我省实现了从

经济断崖式下滑到走出困境、再到转型发展呈现强

劲态势的重大转折.会议同意报告关于今后五年

工作总体安排和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

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十一届省委历次全会和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结合起来,作为

经济工作的主线,充分发挥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

战略牵引作用,围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

展示范区”、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构建“内

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

革开放,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

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保障和

改善民生,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自身建设,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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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坚强领导

下,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而努力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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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省长　楼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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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刚刚过去的五年,是我省发展进程中极不寻

常、浴火重生的五年.五年来,面对经济断崖式下

滑的严重困难局面,我们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特

别是２０１４年９月,党中央对省委领导班子进行改

组式的重大调整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坚强领导下,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实现政治生

态由“乱”转“治”,发展由“疲”转“兴”,同全国人民

一道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成效.认真落

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退出煤炭产能４５９０

万吨,淘汰炼铁产能８２万吨、炼钢产能３２５万吨;

率先实施煤炭减量化生产,为改善全国煤炭市场供

求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加大房地产去库存力度,

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库存消化周期实现“双下

降”.多措并举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２０１７年同比

下降１７个百分点.全面落实国家和我省降低实

体经济成本的政策措施,２０１７年全省规上工业企

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比２０１２年下降３３１

元.加大脱贫攻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社会民

生、生态环保等薄弱环节投资力度,加快补齐发展

短板.

———转型综改开创新局面.贯彻落实中央支

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决策部署,抓住国务

院４２号文件出台这一重大政策机遇,打出转型综

改“组合拳”.开辟转型综改主战场,稳步推进开发

区整合改制扩区调规,成立转型综改示范区,批准

新设１５个省级开发区,推行“专业化、市场化、国际

化”的管理运行机制和“领导班子任期制、全员岗位

聘任制、绩效工资制”改革.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率先实施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开展加快

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入企服务常态化等９大专项行

动.制定实施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考核评价办法.

制定实施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指导意见和系列配套

文件,２１项重大举措有效实施,省属国有企业公司

制改革全面完成,成功组建山西国投公司、文旅集

团、交控集团、云时代、大地公司、航空产业集团.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电力体制、金融、财

税、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等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动能转换取得新突破.加快发展大数据、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推进能源革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金

融、现代物流、康养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包装重点项目,引进战略合作者,培

育经营主体,完成１４９个景区所有权、经营权分离

改革.实施“十大创新行动”,大力开展“双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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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制定实行以增加

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１４个配套文件.２０１７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非煤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９％、５１３％;服务业占 GDP

比重达到５３５％;旅游总收入由１８１３亿元增加到

５３６０２亿元,年均增长２４２％;高端碳纤维、笔尖

钢、高铁轮轴钢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高新

技术企业由２９０家增加到１１１７家.

———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实施“东融南承西

联北拓”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动融入

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实施晋商晋才回乡创业

创新工程,与国内外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

作,推进招商引资体制机制改革,２０１７年招商引资

到位资金４９３８亿元.开展山西品牌中华行、丝路

行活动.新增国际友好城市７对,举办低碳论坛、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国际电影展等重大对外交流活

动.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启动

山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成功开通中欧、中亚班

列,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１１６２亿元.２０１７年,太

原武宿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１０００万、达到

１２００万人次,进入全国繁忙机场行列.

———“三农”工作取得新成果.五年出台５０项

强农富农惠农政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１３０

亿公斤左右.以省级战略推动山西农谷、雁门关农

牧交错带示范区、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建设,实施

特色现代农业增效工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

出坚实步伐.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全力推进精准

扶贫八大工程２０项行动,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

扶贫和健康扶贫扎实开展,生态扶贫、光伏扶贫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和“参保缴费救助＋辅助器具免

费适配救助＋特殊困难帮扶救助”等举措,攻坚深

度贫困.累计退出４８００个贫困村,２７５万贫困人

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从１３６％下降到３９％,贫困

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３９６７元增加到７３３０

元,年均增长１３１％.脱贫攻坚首战首胜、再战

再胜!

———城乡面貌发生新变化.全省城镇化率年

均提高１２２个百分点,２０１７年达到５７３４％.城

乡人居环境改善四大工程顺利实施.推动“五规合

一”,修编太原都市区规划,启动大同、长治行政区

划调整.狠抓“铁、公、机”“岸、港、网”等基础设施

建设,五年全省铁路营运里程由３７７４公里增加到

５２９３公里,公路里程由１３８万公里增加到１４３

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由５０１１公里增加到５３３５公

里,建成打通高速公路出省口１０个.大同、运城、

五台山航空口岸开放和中鼎物流园区建设加快推

进.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增长６７２％,４G电话用

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比重达到６１５％.

———文化建设实现新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

育,持续推进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不断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全部实现

免费开放.建成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２５７万

户.山西文化云、文化保税区、文化产业园等重点

产业项目加快推进.编纂出版«山西文华».科幻

小说«三体»获雨果奖.舞剧«粉墨春秋»等一批优

秀成果获“文华大奖”等国家级奖项.实施重大文

化传承工程.竞技体育蓬勃发展,全民健身日益

普及.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新提高.始终把民生

改善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财政累

计投入１３８万亿元用于民生福祉,占财政支出的

八成以上.深化教育改革,扎实推进义务教育标准

化建设工程和农村薄弱学校改造计划,推进高中阶

段教育普及,持续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实施高

等教育“１３３１工程”和“双一流”建设,新增６所本

科院校,实现设区市本科层次教育和高等职业学校

全覆盖.全面加强就业工作,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

业,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五年累计新增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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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２５２６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１８６９万人.拓

宽居民增收渠道,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

长７６％、８８％,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

居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县乡医疗卫生机构

一体化改革成为全国典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

保障体系基本建成.省政府每年办好一批重点民

生实事.平安山西建设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好转,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与２０１２年相比,２０１７

年全省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４２１５％、４１％.稳妥处置重大金融风险案件,守住

了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改善.开展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与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７

年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下降８３％,细颗粒物

(PM２５)浓度下降２３４％,完成国家下达的“大气

十条”目标任务.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饮用水、流

域水、地下水、黑臭水、污废水“五水同治”.地表水

优良断面比例比２０１２年上升７５个百分点,重度

污染断面比例下降４３个百分点.实施“两山七

河”生态治理工程,五年完成营造林２２０５８万亩,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３２万平方公里,以汾河谷地

为中心的地下水位连续１０年回升.狠抓节能降

耗,推进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预计累计下降１９％.

———政府自身建设得到新加强.严格落实政

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推进反腐败斗

争.坚持依法行政,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严格

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主动接受人大、

政协监督,五年共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４１３３件、政协

提案４０２０件;省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地方

性法规(草案)４２件,出台省政府规章２８件.省市

县三级行政机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公布运行.

“放管服效”改革有力有效,累计取消、下放和调整

省级行政审批等事项５４３项;对省政府４９个工作

部门的２３２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进行清理规

范,对保留的４７项实行清单管理;商事制度改革成

效明显,企业数量达到 ５２５ 万户,比改革前的

２０１３年增长８７１％;省市两级政务服务“两平台、

一张 网”建 成 运 行;覆 盖 省 市 县 乡 四 级 政 府 的

“１３７１０”信息督办系统建成运行,构建起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抓落实体系.

五年来,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对台、科

普、档案、史志、参事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妇女、儿

童、青少年、老龄、残疾人、红十字、慈善等事业取得

新进步,对口援疆工作取得新成绩,国防动员、双

拥、人民防空工作扎实推进,各项事业呈现新气象.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五年的历程,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最深刻的变化是,２０１６年６月以来,按照省

委“一个指引、两手硬”的思路和要求,深入贯彻落

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实现了主攻方向的

调整和战略重点的转移,开始坚定走上转型综改、

创新驱动之路,全省转型发展的趋势性、转折性、结

构性变化明显增多.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走出

困境,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追平全国增速、迈入合理区

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年地

区生产总值１４９７３亿元、增长７％,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６３％,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６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１９９％,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６５％、７％,达到２９１３２元、１０７８８元.约束性指标

中,细颗粒物(PM２５)浓度下降比例和设区市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未达到预定目标,但完成

了国家“大气十条”考核要求.除此之外,２０１７年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预期性和约束性指标均完成或

超额完成,实现了从断崖式下滑到走出困境、再到

转型发展呈现强劲态势的重大转折!

各位代表,五年的砥砺奋进,五年的成绩收获,

根本上靠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

明领导,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指引,是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省政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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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有效监督、大力支持,全省上下勠力同心、

拼搏奋进的结果! 在此,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全

省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各

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驻晋部队、公安民警和中

央驻晋单位,向所有关心支持山西改革发展的各界

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

省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政府工作还有不少

问题和不足.集中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比较突出,距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

不小差距,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远

未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质量效益不高,传统产

业不强,新兴产业不大.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国

企竞争力不强,民营经济实力不足.科技和人才要

素支撑不够,整体创新能力不强.开放型经济水平

不高,营商环境亟待改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可

持续发展短板较多.“三农”基础薄弱,脱贫攻坚任

务艰巨.民生社会事业欠账较多,安全生产基础不

牢,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新要求.政府职能

转变还不到位,“放管服效”改革亟待深化,少数干

部乱作为、慢作为、不作为,甚至消极腐败,等等.

对此,我们一定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

有力举措,切实加以解决.

各位代表,五年极不寻常的经历给了我们许多

深刻的启示.谱写新时代山西篇章,必须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在山西落地见效;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兴晋富民

的第一要务,作为解决山西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保

持战略定力、毅力和耐力,横下一条心、培育新动

能,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用非常之力、恒久之

功推动转型发展;必须坚持改革与发展高度融合、

供改与综改紧密结合,以改革促转型,坚决破除制

约转型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的难点、痛点、堵点,形

成富有活力的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让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必须坚持

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化

解机制,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和谐稳定,严防

“黑天鹅”“灰犀牛”“蝴蝶效应”影响全面小康和振

兴崛起进程;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切实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不断提高政府抓经济、促转型的能力和

水平.

山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从塌方式腐败

和经济断崖式下滑中走出来的关键时刻,去年６

月,习总书记亲临山西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我

省新时代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方位擘

画指导.我们坚信,只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沿着习总书记指明的金

光大道,坚定走下去、坚实走出来,就一定能够实现

全面小康、振兴崛起的宏伟目标,不断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的新胜利!

二、今后五年工作总体安排

当前,山西已进入深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

综观国内外形势,我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

遇大于挑战,总体上看,山西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伴随着新时代新征程的前进

步伐,山西２０２０年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２０３０年要基本完成经济转型任务,２０３５年要与

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山西现代

化进程中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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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

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深化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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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结合

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充分发挥转型综改试

验区建设的战略牵引作用,围绕建设“示范区”“排

头兵”“新高地”,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推动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

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总体目标是: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发

展质量效益明显改善,创新驱动能力切实增强,改

革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文化软实力显著提

升,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生

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到２０２２年,制造业增加值

占 GDP比重由１２％提高到１５％,煤炭产业增加值

占 GDP比重由１５％下降到１１％,文化旅游产业增

加值占 GDP比重由８％提高到１１％,开发区增加

值占 GDP比重由１５％提高到３５％,民营经济增加

值占 GDP比重由４９％提高到５４％.综合科技创

新水平指数位次前移,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

GDP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９％提高到１６％.

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３５％以上.主要约束性指标完

成国家下达任务.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到２０２０年全部脱贫.

按照上述目标要求,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供改与综

改相结合这一主线,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予转

型综改的时代内涵,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治本

良方作用和转型综改的战略牵引作用,深化“三去

一降一补”,破除无效供给,培育新动能,降低实体

经济成本,着力促改革、调结构、增动能,着力推进

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重大改革,破解资源型地区

创新发展难题、结构性矛盾突出地区协调发展难

题、生态脆弱地区绿色发展难题、内陆地区开放发

展难题、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难题,在产业转型、要

素配置、创新驱动、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环境等领域

推出一批先行先试重大改革事项,构建促进转型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

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形成一批制度性成果.

(二)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落实

国务院４２号文件各项任务,率先走出资源型地区

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把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作为主攻方向,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

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

保、生物医药、通用航空、煤层气、现代煤化工等新

兴产业集群集聚集约发展.基本形成新兴产业快

速成长、装备制造业强力支撑、文化旅游业成为支

柱、建筑业规模扩大、现代服务业成为重要增长极、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传统产业更具竞争

力的现代产业格局.

(三)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加快建设国家清

洁能源基地,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煤老大”

到“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历史性转变.坚持节

能优先,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推行

能效领跑者制度.优化能源结构,淘汰落后产能,

大力提升新能源、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比重.推

进煤炭绿色低碳高效开发利用,坚定走淘汰落后、

减量置换、优化升级、清洁利用之路.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增强电力产业优势.推动煤层气生产方

式、管理体制变革,下大力气打造我省能源体系中

新的支柱产业.推进碳交易和矿业权市场化配置.

瞄准国际科技前沿,积极开展煤炭清洁转化、煤层

气勘探开发利用、移动能源、低碳技术等关键共性

技术攻关.扩大能源领域开放,推进产能、技术、装

备国际合作.

(四)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深度融

入国家开放“大战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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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差

异化承接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加大与中部和周

边地区合作交流.弘扬开放文化,激活开放基因,

提高产业发展外向度,强化引资引技引智,建设内

畅外联大通道,打造对外开放大都市、大平台,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地方立法、优惠政策、规则标

准方面形成优势,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开放

环境,打造制度建设、营商环境和服务创新高地,加

快形成宽领域、多层次、高水平全面开放新格局.

(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三农”重中之

重地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调整城乡关系,清

除要素下乡障碍,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逐步壮大集体

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功能农业,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

和服务体系,推进质量兴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推进乡村绿色发展.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注重

传统村落保护,推进乡村文化兴盛.加强乡村干部

能力和素质培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

(六)打赢三大攻坚战.着眼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突出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高负债

企业举债约束,严格政府债务管理,重视解决政府

隐性债务,加强金融薄弱环节监管,打击违法违规

金融活动,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着眼到

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决战完胜,聚焦深度贫困,着力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建立贫困地区和脱贫人口持续

发展长效机制,提高脱贫质量和成效,打赢精准脱

贫攻坚战.着眼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

境问题,继续打好蓝天保卫战、黑臭水体歼灭战、土

壤污染防治持久战,提高污染防治法治化、市场化、

专业化水平,切实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七)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打造“六最”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深化简

政放权,完善政府权责清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基层放

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改革监管体制,创新监管

方式,提高监管效能.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严格

行政问责问效,加强和创新督查工作,推动工作落

实,提高政府公信力、执行力.

各位代表,今后五年中,我们一项光荣而神圣

的使命,就是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对标全面小康要

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经济总量,

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夯实全面小康的物质基础;

要着眼提升全面小康水平,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全面

进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提高

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

施“健康山西”战略,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提升公

共安全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新一届政府的历

史性任务,我们要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坚定扛起这

一历史重任,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三、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实施“十

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是新一届省政府

依法履职的起步之年.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指标是: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６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９％,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６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６５％和６５％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３％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４５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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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４２％以内.

约束性指标是: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３２％,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３９％,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３９％.环

境质量改善指标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完成

国家下达年度目标任务.农村贫困人口脱贫６１万

人,棚户区住房改造１２５２万套.

以上目标是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立足我省全

面小康和转型发展阶段性特点确定的,综合考虑了

速度、效益、结构、动能四个维度的同步协调、相互

支撑,同时为转型发展留足空间.重点抓好以下

工作.

(一)全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贯彻落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１＋X”规划体系和

山西实施纲要,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

地.以实施大数据战略为牵引,以信息安全、传感

器、人工智能等为重点,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集群,重点建设省级政务云平台、阳泉智能物联网

应用基地、吕梁华为山西大数据中心、山西北斗数

据中心、中电科创新产业园等项目.以轨道交通、

智能制造、能源装备、重型机械、通用航空等为重

点,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争取国家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加快创建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和技术联

盟,打造一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推进华翔增

材制造项目开工建设,推动中铁磁浮轨道交通产业

园、大同通用航空产业基地等项目落地.以新型金

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化工材料、前沿新材料等

为重点,打造新材料产业集群,推动太原、运城铝镁

合金材料基地、太原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研制基地、

大同新成石墨烯产业化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快

太钢高端碳纤维二期项目达产达效.以扩大整车

和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为重点,加快布局推进整车

设计组装、高储能电池等重点项目,打造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推动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

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军民融合向纵深推进,加快建

设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园和重大示范项目,支持长治

建设全国军民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传统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实施减量重组、减量置

换,提高煤炭先进产能占比,退出煤炭过剩产能

２３００万吨、钢铁过剩产能１９０万吨,淘汰煤电机组

１００万千瓦以上.以煤－电－铝(镁)－材、煤－焦

－化(钢)等一体化发展为方向,打造传统优势产业

集群.推动钢铁、有色、焦炭、食品、轻工、纺织等产

业向中高端突破.以乘用车、全铝汽车应用为突破

口,实现铝镁材料链条向高端延伸.增加太行产业

投资基金政府引导资金２５亿元,安排省级技改专

项资金２０亿元.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

咨询服务、现代物流、会展经济、科技服务、金融服

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对咨询服务业的政策创

设和支持力度,积极引进国内外著名咨询机构,鼓

励引导创办咨询服务企业,培育本土咨询品牌,加

快智库建设.完善物流网络,建设大型物流园区,

推广多式联运,积极发展供应链物流、智慧物流、冷

链物流,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培育会展主体,打造

会展品牌,推进大型会展场馆建设和市场化运营.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促进消费升级.大力推进

“互联网＋”.聚焦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

式,推动“互联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推动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深刻变革,积极发展

数字经济、分享经济、创意经济等新业态.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认真落实支

持非公经济发展政策,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破

除各种隐性障碍.完善产权保护措施,清理规范不

利于产权保护的法规文件,支持司法机关甄别纠正

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开展常态化

入企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

制.完善扩权强县机制,有序扩大县域管理权限,

探索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机制,今年在６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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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开展改革试点,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按照“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的路径,加

快培育各类市场主体.加强分类指导、财税支持、

精准帮扶,力争新培育小微企业５万户以上、“小升

规”企业３００户以上.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稳步扩大社会

融资规模.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金融机

构创新融资服务.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发挥

山西股权交易中心作用,推动企业上市、挂牌培育

和上市公司再融资.培育引进产业投资基金和股

权投资基金,发挥太行产业投资基金作用,支持民

间资本联合设立投资基金.创新险资入晋机制,发

挥保险促进转型的独特优势.完善地方金融体系,

发挥山西金控集团等机构作用,加快农信社改制化

险,壮大政策性担保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省属法

人金融机构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推动大

同、晋城两个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完善金融监管

体制机制,稳妥处置金融风险,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以质量标准改革助力产业提质升级.推进国

家标准化工作综合改革试点省建设,在装备制造、

工业制成品、农产品、工程建设、服务业等领域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和对标达标专项行动,注重对老字

号、地理标志的开发、保护和利用,加强全面质量监

管,全面提高供给质量,打造山西制造、山西建造、

山西服务优质品牌.

各位代表,省委、省政府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加

快培育新动能,确定今年为转型项目建设年.我们

要以开发区为主战场,抓好项目策划包装和招商、

做深项目前期,建立健全并联审批机制、职能部门

责任机制、项目化管理机制、协调调度机制、省市县

三级联动机制和督查考核机制,聚力扩大有效投

资,聚焦优化投资结构,为山西经济转型、构建现代

化经济体系夯实基础、积蓄力量!

(二)全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今年开发区改革的重

点是“三制”改革全部到位,“三化”改革深化推进,

努力在先行先试、招商引资、引领转型上有新的突

破.抓好起步区建设.坚持“一次规划、滚动开

发”,有序推进土地转用和征收审批,完善基础设

施,做好“九通一平”,确保入区项目熟地供应.抓

好招商引资引智.实施精准招商、专业招商、以商

招商,围绕龙头企业,引进研发机构和配套企业,完

善产业链条.以项目为载体,引进领军人才和优秀

团队.促进园区产业集聚集约发展.围绕产业链

安排创新链、配置供应链、保障要素链、制定政策

链.拓宽土地占补平衡、占优补优渠道,保障开发

区项目用地.优先在开发区布局产业转型项目,工

业项目一律入园进区.强化投入产出效益考核,促

进土地、资金、技术等集约利用,提高产业项目投资

强度、单位面积产出和税收贡献.支持转型综改示

范区加快发展、先行先试.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开工

建设,保障项目无障碍施工,确保如期建成达产达

效.支持区内企业深化技改、扩大再生产,实施提

质增量.率先在转型综改示范区复制推广自贸区

试点经验.向全省开发区推广、复制示范区改革试

点做法,努力再形成一批新的制度创新成果,形成

示范区牵引开发区、开发区带动全省域转型综改、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

深化国企国资改革.优化国资布局,实施“腾

笼换鸟”,促进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中高端、

优势产业集中.引入战略投资,推进专业化重组,

打造一批行业龙头企业.鼓励省属企业与央企开

展战略合作.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有效参与混改.

开展科技类子企业员工持股试点.有效化解国企

历史包袱,全面完成“三供一业”移交,分离企业办

市政、社区职能,分类改革企业办消防、教育和医疗

机构,基本完成省属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降低省

属企业负债率,推动企业开展直接融资,推进市场

化法治化债转股、资产价值重估,探索开展资产证

券化试点,优化企业资产结构.加快“僵尸企业”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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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摸清底数,制定退出计划,妥善做好人员分流安

置,依法处置债权债务.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推动“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推进市场化选

人用人改革.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深化输配电价改革,有序

扩大市场化交易电量规模,积极推进国家增量配电

业务试点、局域电网项目建设.建好用好跨省输电

通道,配置好电源点,按照资产置换、股权合作的思

路,加强与受电省市协作,扩大晋电外送市场.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

结构、保战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研究推进

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完善支持转型升

级的财政税收运行机制.健全地方税体系,开展水

资源税改革试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清理规

范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

各位代表,当前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

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我们要用好先行先

试这个“尚方宝剑”,“补考”“赶考”一起抓,积极布

局和推进一批基础性、牵引性的重大改革,着力破

除影响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一些关键领

域改革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三)全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推进科技创新.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规上工业企业设立或

并购研发机构,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建

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鼓励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新型研发机构、产业

联盟、协同创新中心、产业研究院等各类创新平台,

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改革科研项目立项、成果评

价、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建立市场导向的科研组织

方式和运行机制.释放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创造

力,调动企业开发和购买科技创新成果的积极性,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在新能

源、新材料、先进装备等优势产业领域新建３－５个

中试基地,推动市县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让科技成果更多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双创上水平.营造创新生态,培育创新文

化,支持各类服务机构开展创业项目开发、风险评

估、创业指导、融资服务、跟踪扶持等“一条龙”“一

帮一”服务,对正在成长的小微企业包容审慎监管.

新培育省级双创基地２０家以上、省级双创示范基

地１０家以上,努力创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加

强专业化众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举办

好创客山西、“五小”竞赛等活动.

强化人才支撑.全面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

导向的分配政策,更加重视解决人才的基础性、制

度性问题.健全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机制,

建好优势专业、新增急需专业、削减需求适应度低

的专业.因院施策、一所一策,全面完成省属科研

院所转企改制任务,调动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

性.落实高校、公立医院、科研院所等用人、职称评

审、工资分配“三项自主权”.搭建创业创新平台,

创建碳纤维、铝镁合金、信息安全等省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支持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和流动站、

专家服务基层基地等平台建设.组织实施企业家

培训工程,培养引进造就一支有眼光、善创新、敢担

当、乐奉献的优秀企业家队伍.高度重视招才引

智,继续实施晋商晋才回乡创业工程,下大力气解

决人才住房问题,在设区市和省级开发区筹建高端

人才公寓,建立人才购房租房货币补贴制度.培育

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让各类人才尽展其能,创新

活力竞相迸发!

(四)全力扩大对外开放

建设对外开放“大都市”.加快建设高品质城

市,支持太原率先发展,提高太原都市区国际化、现

代化、智能化水平,充分发挥其对外开放的“龙头”

作用.按照“一主一副一区多组团”架构,拉开城市

框架,完善基础设施,构建科技、金融、信息、人才服

务公共平台,努力将太原都市区打造成开放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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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区域性金融、商业、文化、科教中心.其他设区

市也要加快国际化、现代化、智能化建设步伐,提升

开放能级,打造“龙头引领、多极支撑”的区域对外

开放新格局.支持大同打造融入京津冀桥头堡.

高起点规划建设城市,围绕“一核一圈三群”总体布

局,全面启动２０３５年城乡总体规划修编,选取部分

重点城市开展“城市双修”.大力推进创新城市、智

慧城市、绿色城市、海绵城市、人文城市建设,完善

城市道路、地下综合管廊等基础设施,提升城市承

载力和城市品质,提高统筹城乡、开放带动水平.

推进国际友城交流合作.

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推进大张、太焦、大

原、阳大等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实现大西高铁原

平—太原段通车,加快雄安至忻州高铁项目前期工

作,开展太原至延安高铁项目前期研究.打通高速

公路出省口、断头路和省内重要连接线.开通太原

至北美、欧洲、澳洲等国际航线,加快朔州支线机场

和芮城、阳城等通用机场建设,开展太原武宿机场

三期改扩建工程前期研究.加快推进千兆级无线

接入网建设,超前布局５G基站,积极争取国家５G

网络试点,力争将太原增设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积极推动太原建设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

通道.

打造对外开放“大平台”.加快太原铁路口岸

建设,完善多式联运和中欧、中亚班列运行机制.

实现大同航空口岸正式开放,加快推进运城航空口

岸正式开放和五台山航空口岸临时开放.开展航

空货运直接进出口业务,拓展国际旅游、货运包机

等直航业务.发挥中鼎物流园、方略保税物流中

心、山西兰花保税物流中心、太重(天津港)重件码

头等作用,建设大同、阳泉等国际陆港.推进国际

邮件互换局和国际邮件交换处理中心建设.完善

海关监管区功能,打造跨境电商平台.深化通关一

体化改革,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

培育对外贸易“新主体”.实施外贸主体培育

工程.支持中小外贸企业和外贸综合服务、跨境电

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健康发展.做大做强先进装备、

新材料、小杂粮、干鲜果等出口品牌,鼓励出口企业

设立“海外仓”.加强高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优

质消费品进口.扩大服务贸易.

各位代表,改革开放即将走过４０个春秋,作为

改革开放第一个中外合作项目的诞生地,我们要以

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传承晋商精神,厚植开放文

化,融入国家开放大战略,为转型发展开拓更加广

阔的空间!

(五)全力抓好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科学制定战略规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

农民主体地位、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体现“多规合

一”,科学规划主导产业、乡村风貌、文化特色、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支撑政策体系,为我省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蓝图、指明路径.今年省

级财政安排１５亿元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加强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实施耕地质量提升、农水集约增效、旱作良

种攻关、农技集成创新、农机配套融合、绿色循环发

展工程.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到２０２０年实现零增

长.支持长治市和五个县整建制建设有机旱作农

业封闭示范区.推进有机旱作农业标准化生产和

品牌建设,发展杂粮、中药材、草牧业、干鲜果等特

色优势产业,重点开发功能食品和药食同源产品,

支持忻州建设优质杂粮示范区和国家级杂粮产地

交易市场.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

体系.推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保障粮食安全.

抓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培育壮大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扶持一批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合作社和农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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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高供销社、农信社、城联社服务“三农”水平.

推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建设,支持运城农产

品出口平台建设.依托开发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重点培育功能食品龙头企业.加快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助推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乡村旅游发

展.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扶持发展农村电

商、物流配送和农业信息化平台,提升特色农产品

竞争力.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落实农村土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全面完成农村承包

地确权登记颁证,促进土地有序流转.探索农村宅

基地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宅基地及农房使用

权“三权分置”具体实现形式,抓好泽州县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全面开展集体资

产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身份确认,加快推进集体经

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抓好３个国家级和１１

个省级试点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发展股份合作等

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

现形式和运行机制.深化林权、水权制度改革.

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新改建农村公路１万公里.建立健全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科学规划建设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探索粪污有效处理或

资源化利用的途径方法,建立村庄人居环境长效管

护机制,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

伸.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和农村风貌管控,继承发扬

乡村优秀历史文化,打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幸福家园和美丽宜居乡村.

高标准建设山西农谷.围绕农谷功能定位和

主导产业,实施一批科技创新项目,打造一批科技

创新平台,建立一批示范基地,推进一批农业产业

化项目.加快推动太谷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

心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实施山西农谷园

艺产业发展规划.完善提升园区基础设施.支持

农谷与国内外一流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加快

推进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科技平台、台湾产业

园等项目落地.支持农谷与山西农大、省农科院深

度融合,在技术示范、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形成可

复制的经验模式,引领全省乡村振兴.

各位代表,乡村要振兴,贫困一定要攻克! 要

持续落实好精准扶贫方略,分类指导,精准发力,集

中攻坚深度贫困县,打造脱贫特色县,巩固提升摘

帽县.扎实抓好易地扶贫搬迁,铺开剩余１５９３万

贫困人口、６６１万同步人口搬迁任务,当年项目全

部开工,竣工率达到６０％以上;深入推进生态脱

贫,完善“五大项目”联动机制,重点实施新一轮退

耕还林和贫困县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鼓励林业新

型经营主体与林农开展股份合作经营;大力实施贫

困村产业扶贫提升工程,突出抓好深度贫困县脱贫

主导产业发展,提高特色农业、光伏、电商、乡村旅

游等产业带贫增收能力;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

引导贫困人口转变观念、掌握技能、提升素质,实现

８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以退出贫困

村为重点集中实施整村提升工程.跟进完善保障

性扶贫举措,落实好教育扶贫资助政策、“三保险”

“三救助”制度,实施覆盖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的２４

种大病集中救治工程,继续提高农村低保标准,稳

定实现农村低保和国家扶贫标准有效衔接.完善

脱贫攻坚考核机制.确保实现１７个国定贫困县和

９个省定贫困县摘帽、２２００个左右贫困村退出、６１

万贫困人口脱贫,实现脱贫攻坚连战连胜!

(六)全力打造文化旅游战略性支柱产业

锻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立足黄河、

长城、太行独有的山水风光禀赋和历史文化底蕴,

举全省之力锻造新的三大旅游板块,建设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全域旅游目的地.编制全面、科学、

系统的三大旅游板块专项规划.实施旅游公路率

先突破.以“快旅慢游深体验”现代旅游交通理念

为导向,创新融资建设模式,全面启动黄河一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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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一号、太行一号３条旅游干线建设,建成黄河干

线吕梁碛口、临汾乾坤湾试验段以及太行干线陵川

试验段,构建“城景通、景景通”的全省旅游公路网.

全面提升景区品质.在继续做优做强五台山、

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等旅游品牌的基础上,按照黄

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的设计定位、文化内涵和地

域特色,精选一批景区景点,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

国内外战略投资,加快景区改造、提升、完善,优化

产品线路设计,推动壶口瀑布、太行山大峡谷八泉

峡、洪洞大槐树等景区创建国家５A 级旅游景区,

创建一批４A 级精品景区.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景区“厕所革命”.念好“安、顺、诚、特、需、

愉”六字要诀,强化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加快旅游诚

信体系建设,打造优质旅游服务环境.精心策划举

办大河文明国际旅游论坛、港澳青少年长城研学

游、太行旅游养生体验季等大型旅游活动.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按照全域旅游理念

和“旅游＋”“＋旅游”的思路,选择一批文化、文物、

旅游密集带开展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加大文物活

化利用,加快推动非遗和演艺进景区,打造高品质

文化旅游演艺产品.推进文明守望工程和乡村文

化记忆工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

展,培育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等新业态.推进文化

保税区、省文化产业园等项目建设.

实施康养产业带动.发挥山西气候清凉、海拔

适中、饮食多样、医养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打造康

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以康养拉动旅游全产业链

发展,优化旅游供给结构,带动深度旅游,促进全域

旅游,全面提升山西旅游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养

心、养生、养老为发展方向,开发全生命周期康养产

品,发展融旅游、居住、康养、医疗、护理为一体的产

业集群.重点发展乡村康养、森林康养、温泉康养、

中医药康养和康养地产等新业态.加快建设一批

康养旅游城市、康养小镇、康养产业园、康养度

假区.

各位代表,黄河之魂在山西、长城博览在山西、

大美太行在山西.灿烂的历史文化、壮美的山河风

光,赋予山西旅游无限魅力.我们要加快把文化旅

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续写“华夏古文明、山

西好风光”的新篇章!

(七)全力抓好民生社会事业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１３３１”工程,统筹推

进“双一流”建设.支持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

率先发展.实施“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所有

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国家评估认定,

推动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着力解决中

小学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

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推进县级职教中心达标建设.

稳妥实施高考改革.加强贫困地区“控辍保学”,建

立完善大中小幼全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支持和

规范民办教育.

促进就业增收.加快建设人人持证的技能社

会,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能力.做好高校毕业

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

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做好去产能和国企改革中职

工分流安置工作,加强对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的

就业援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强企业工资

分配宏观指导,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

政策;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有序流转,增加农

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健全“三医联动”长效机

制,推动医改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深化县乡医疗卫

生机构一体化改革,推动县级医疗集团持续健康运

行,健全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做好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巩固取消药品加成和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成果,健全完善公立医院现代管理运行新机制.

实施“１３６”兴医工程,打造在国内有影响力的重点

专科和综合医院.实施国家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完善全面两孩

配套政策.鼓励规范社会办医,加快发展中医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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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保障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

系,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大力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完善我省住房租赁管理相

关政策,出台租赁住房具体标准和规范.加快住房

租赁交易监管和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专业化、机构

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选择太原市开展住房租赁

试点.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

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构建

多层次满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基本需求的供应体

系.实施农民安居工程,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加强社会保障.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机关

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继续提高城镇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健全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覆盖规定职业人群,实现社会保障

由制度全覆盖到法定人群全覆盖.加快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省级统筹步伐,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范围,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推动医疗和生育保险

合并实施,健全工伤保险制度体系.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逐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落实经济困难

高龄失能老人和困难重度残疾人“两项补贴”,健全

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展公共文化机构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推动国家级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和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继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加大政府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力度,促进文化消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创新,加强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利用,加强文

艺精品创作,打造“文化晋军”.加快推进省市县方

志年鉴全覆盖.启动全国首家省域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建设.举办首届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办好第十五届全省运动会,筹备第二届全国青

运会.

各位代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今年省政府将在２０１７年的基础上,继

续办好六件民生实事,将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疾

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实施规模由３５万名扩大到

４万名,在３６个国定贫困县将免费“两癌”检查服

务由建档立卡农村妇女扩大到全部农村妇女,继续

为怀孕妇女提供免费产前筛查与诊断服务,再新建

６００个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继续免费送戏下

乡一万场.特别是要按照“人人持证、技能社会”的

工作要求,把“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免费职业

培训”拓展为“全民技能提升工程”,对广大农村转

移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企业在岗职工进行职业

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技能等级证书,提高劳动者

就业能力,实现一技在身、一证在手、一条致富成才

路在脚下铺就!

(八)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开展全省域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合理划定城市

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三条红线”和

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做好国土空间规划

修编和文本报批工作,开展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修编前期工作,修编各市县城乡总体规划.

推进“两山七河”生态修复治理.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实施太行山、吕梁山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完成４５０万亩营造林、５２５万亩水土流失

治理、１９５万亩退耕还林任务.全面推进“七河”生

态修复治理,重点抓好汾河治理,“控污、增湿、清

淤、绿岸、调水”五策并举,早日让母亲河“水量丰起

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全面落实河长制、

湖长制,“一河一湖一策”推进全流域生态修复与保

护.加快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前期工作.完成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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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后续扫尾工程,推进小水网工程建设,改进水利

工程运行调度,保证河道生态基流.加强自然保护

区建设和管理.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矿区

生态修复治理.

下大力气治理环境污染.深化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严格控制散烧燃煤污染,积极稳妥推进清洁

取暖工程.加大道路交通污染治理力度.对重点

污染行业开展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改造,深入

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强化区域联防

联控联治,推动细颗粒物浓度持续下降.开展清水

行动,推进“五水同治”,全面实施１７５个水环境治

理重点工程,开展“控源头、保清流”专项行动,全面

排查入河排污口,落实治污主体责任,加快城镇污

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建设,尽快消除太原市等主要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推进净土行动,实施农用地

土壤环境分类管理,加强城乡垃圾分类处置,建设

垃圾焚烧发电厂.

推进能源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严控新上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大力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推进

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节能.坚持以水定城、以水

定产,优化水资源全域化配置.抓好工业固废减量

化、资源化、再利用,积极推进朔州国家级区域工业

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城市、全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

范基地建设.

加快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在确保环境质

量稳定达标前提下,在省域内科学合理配置环境容

量.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开展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工作.研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

补偿机制.统筹推进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

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等工作.继续抓好省级环保督察,逐步推行市

级环保督察.探索在禁止开发区域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

各位代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以

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措施,像保

护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早日重现山清水秀、天

蓝地绿的美好风光!

(九)全力营造“六最”营商环境

在全省域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试点.在

总结开发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审批、

优化流程,按照政府靠前服务、企业信用承诺的方

式,推行“五统一”,即统一清单告知,统一平台办

理,统一流程再造,统一多图联审,统一收费管理,

变先批后建为先建后验,变事前审批为事中事后监

管服务,进一步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释放企业

投资兴业活力.

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在转型综改示范区等五个国家级开发区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并适时在全省推广.对涉及

工商登记前后的各种“证”进行全面梳理,分类采取

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等方式,把

除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外,能与营业执照相分离的许

可证都分离出去,切实减少领取营业执照后的办证

事项,让企业用营业执照一把钥匙,打开“准入”和

“准营”两扇大门.

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抓好转型综

改示范区和高平市改革试点.按照“集中许可、审

管分离”原则,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行政许可权,依法

划归行政审批局统一行使,健全“联审联勘”等审批

运行机制,完善集约便民的审批服务体系,用“一颗

印章”管好审批.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构建“大数据＋政府监

管”平台,加快政务信息整合共享,深化市县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推进诚信体系建设,拓展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功

能,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立

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模式.

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完善拓展“两平

台、一张网”功能,推进入驻大厅的审批事项“全程

网办”.完善提升政务服务电子监察系统和咨询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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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举报平台功能,实行审批事项和公共服务、中介

服务清单管理,建立涉审中介机构“红黑名单”制

度.支持国地税开展“一门办税”服务.

各位代表,营商环境事关转型综改成败.我们

要下大力气开展“六最”营商环境建设年活动,进一

步对表中央要求,具体对标发达地区先进经验,有

效对接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全力营造审批最

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

最好的营商环境,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

力,开创转型综改新境界!

(十)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

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

善安全生产、食药安全、治安防控、金融安全、网络

安全、应急救援“六大体系”.提高预警、应急和依

法处置能力,严防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突发环境事

件、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等重大

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做好重大自然灾害的防灾减灾

和救灾工作.深化平安山西建设,推进社会治安防

控“六网覆盖”工程,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

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

制建设,有效调处化解过剩产能、深化国企改革、征

地拆迁等重点领域的矛盾纠纷,维护和解决好群众

合理合法利益诉求.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净化网络

环境.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推进社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

各位代表,安全生产是山西必须牢牢守住的底

线.我们要坚持以铁的担当尽责、铁的手腕治患、

铁的心肠问责、铁的办法治本.压实安全责任,实

施问题隐患整改、重大隐患挂牌督办、追责问责、联

合惩戒等“四个清单”制度,确保安全责任、投入、培

训、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深化煤矿、道路交

通、危化品、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专

项整治,重点加强对重组整合矿井、千人矿井以及

瓦斯、水害、顶板等重灾害矿井的治理监管执法力

度,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有效遏制较大事故,努力

减少一般事故,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和谐

稳定!

各位代表,我们的事业是全面发展的事业,是

全省人民同心共建的事业.要支持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发展妇女、儿童、老龄、

慈善和红十字会等事业,加强气象、地震、人防、科

普、政策咨询、经济普查、档案、参事等工作,做好民

族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对台等工作,支持国防建

设和军队改革,加强双拥工作,继续做好对口援疆

工作,为我省改革发展凝聚起社会各界、方方面面

的正能量和强大合力!

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新时代新使命对政府自身建设提出新要求.

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加强政治建设.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

自信”,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各项任务.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决议决定,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主动

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的民主监

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坚持依法决

策,完善重大决策制度,出台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

办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

诉工作.加强政府立法,以开发区建设、生态环保、

新兴产业发展、“六最”营商环境等领域为重点,推

动制定或修订一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加强审计监督,在各级政府及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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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门全面推行内审制度.发挥好政府法律顾问

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适应“放管服效”改革要求,推

进各级政府特别是职能部门尽快从审批、发证、收

费中转过身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深入调查研究、

制定战略规划、创设政策制度、提供标准规范、强化

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市场监管上来.深

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完

成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整治“红顶中介”,着

力解决中介组织垄断经营、乱收费、效率低等问题.

提升履职本领.着力解决“不会为”问题,增强

“善作为”能力,拓展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知

识视野,提升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招商引资的能

力、服务市场主体的能力、发展新兴产业的能力、推

进项目建设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和防范化解风险

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和狠抓落实的能力.结合

“三基建设”,加强公务员培训.在专业性技术性强

的岗位推行聘任制公务员制度.

加强作风建设.深化标本兼治,深入推进政府

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及我省实施办法.坚决纠正“四

风”突出问题,重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

现,坚决纠正表态多调门高、但行动少落实差的行

为,查处懒政怠政、推诿扯皮等行为,破除“中梗

阻”,增强执行力,引导各级干部走到招商引资的最

前沿,沉到项目建设第一线,蹲到老百姓的地头间,

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发展

难题.全面深化、拓展、延伸“１３７１０”信息化督办制

度.认真落实省委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办

法、支持干部改革创新合理容错办法,旗帜鲜明为

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激

发全省上下投身转型综改事业的强大动力.

各位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

代,山西已经踏上转型综改、创新驱动、全面小康、

振兴崛起的新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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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拓转型综改新局面、谱

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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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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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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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姜四清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 向 大 会 报 告 山 西 省

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请予审议,

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２０１７年是山西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常的一年,

是经历重大转折、奋力开创新局的一年.在省委省

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

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一个指引、两手

硬”的思路和要求,认真执行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

议审议批准的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落实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

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经济

工作的主线,积极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战略,统

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均取得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计划执行情况总体

良好.

(一)经济增长稳步向好,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２０１７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省委省政

府严格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加强预期管理,打

出一套转型综改组合拳,全省经济延续了２０１６年

下半年以来稳步向好的态势,主要指标发生重大标

志性变化,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提质

的良好局面.

经济增长迈入合理区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一季度增长６１％,走出两年多的困难时期;上半

年增长６９％,追平全国增速、实现由“疲”转“兴”;

前三季度增长７２％,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年增

长７％,总量较上年增加１９２３１亿元,超过前５年

增量的总和.

　　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服务业稳步增长,全省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７８％,占GDP比重５３５％.非煤

产业继续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力军,全省规上工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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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煤工业增加值增长９７％,快于煤炭工业６１个百

分点,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７６２％.战略性新

兴产业快速发展.规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长１０％,快于规上工业增速３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６３％,实现年初预定目标.投资结构进一步改

善,非去产能行业、高技术产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

长７５６％、１７２％、９９％.民间投资增长７８％,

高于全国１８个百分点.理顺和规范省级PPP项

目管理机制,形成总投资７０００多亿元的PPP项目

库.重点工程进展顺利,完成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的４６％.

消费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开展“山西品牌

中华行”等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加大名优商品推

介力度.深挖重点领域消费潜力,积极引导康养、

文化、旅游等新兴消费,全省旅游总收入达５３６０２

亿元,增长２６２％.推动电商向农村纵深发展,县

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８７３％,村级服

务站点覆盖率达到５９３％.加强城乡流通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１２３１５“五进”和“一会两站”,健全产

品质量追溯体系,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全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６９１８１亿元、增长６８％.

专栏１:１２３１５“五进”和“一会两站”
１２３１５“五进”即１２３１５“消费维权服务站”

进商场、进超市、进市场、进企业、进景区.
“一会两站”的“一会”是消费者协会分会,

“两站”是消费者投诉站和１２３１５联络站.

　　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大幅增长.２０１７年１－

１１月,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９２５３亿元,增长

５９６２％,是２０１２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全年全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８６６８ 亿 元,增

长１９９％.

就业形势持续向好.强化就业创业公共服务,

基层就业社保服务设施和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取得

积极进展.对７４万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进行免费职业培训,实现３万人就业.扎实开展煤

炭、钢铁去产能行业职工安置工作,全年分流安置

职工１９７万人.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

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５１８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４０万人,均超额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４％,

同比降低０１个百分点,低于４２％的年度控制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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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增

长１１％.取消或停征、降低６１项涉企收费.落

实生猪市场价格调控预案.出台我省清洁采暖“煤

改电”电价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群众用电负担.颁

布«山西省旅游景区(景点)门票价格管理目录».

加大价格违法处置力度,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３８１

件,经济制裁总金额１１０３２万元.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转型发展呈

现积极态势

全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支持传

统产业升级改造,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发展质量和

效益不断提升,转型发展呈现强劲态势.

转型综改试验区实现“再出发”.国务院出台

«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的意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第一

次专门就一个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全面指导和

支持,各类支持性政策７８条,涉及到转型发展的各

类支撑要素,有很多重大突破,含金量已经达到了

同类政策的最高水平.文件印发后,我省迅速出台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

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行动计划»、

«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行动方案»、«构建内陆

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实施意见»,努力把“三大目

标”任务化、方案化、举措化、项目化,形成了我省未

来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线图.各项配套举措正在

扎实推进,部委对接正在有序进行,中央预算内投

资在我省农村旅游公路建设、生态建设、扶贫开发

和社会事业等方面比照西部地区补助标准执行,煤

炭采矿权范围内的地面煤层气开发项目备案下放

至我省管理等政策相继落地.广大干部群众转型

发展热情进一步激发,全省上下呈现出主动转型、

创新转型、深度转型、全面转型的积极态势.

“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坚定不移去产能.

关闭煤矿２７座,退出产能２２６５万吨,压减钢铁产

能３２５万吨,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积极防范化解煤

电产能过剩风险,停建缓建一批煤电项目.６月底

前全部出清“地条钢”产能,得到国务院督查组充分

肯定.制定煤炭、钢铁行业处置僵尸企业实施方

案.因城因地去库存.加大货币化安置力度,打通

去库存与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农村转移人口

进城购房、采煤沉陷区搬迁、易地扶贫搬迁之间的

通道,有序消化房地产库存.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１２２５７万平方米,比２０１６年底减少５３５３万平方

米,库存消化周期为６１个月,比２０１６年底缩短

４２个月.积极稳妥去杠杆.积极推进直接融资

和市场化债转股,推动企业加快消化表外高成本资

产,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截至１２月末,我

省债转股落地资金达２３４亿元.截至１１月末,高

成本表外融资较年初减少１６５５亿元,规上工业企

业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１１个百分点.多措并举

降成本.认真落实«山西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实施方案»,全年累计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约

３９０亿元.１－１１月,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

务收入成本８０７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４５元,同

比下降４６元.加大力度补短板.全省道路运输

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脱贫攻坚等领域投资分别

增长１６８％、３１５％、５７４％.

传统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工业技改投资力度

加大.用好１０亿元技改专项资金,加快实施八大

专项工程,积极推进七批１９０个省级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全省工业企业技改投资完成６１７２亿元,增

长１４９％,占全省工业投资２９２％.全省工业设

备购置投资７１０９亿元,增长１３４％.技术水平

进一步提升.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３６户,省级

及以上技术中心企业数达到２９６家,全省开展产学

研活动的企业占比达到６３％.企业研发、工程研

究、系统验证等综合性研发能力不断增强,笔尖钢

等一批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太钢主持完成的

“超大规模微细粒复杂难选红磁混合铁矿选矿技术

开发及工业化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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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智能制造水平迈上新台阶.智能装备、智能生

产线、数字化车间、智能互联等新的生产方式加速

涌现,太钢不锈钢、大运汽车成为国家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预计全省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

６５％.绿色制造深入推进.推广应用余热余压利

用、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等２０余项节能减

排技术和产品.全省单机３０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

组全部达到天然气燃气轮机排放标准,较改造前二

氧化硫削减 ７０％、烟尘削减 ７０％、氮 氧 化 物 削

减５０％.

新兴产业加速发展.重点推进１２８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建设提升１２０个工业园区,强力打

造１６０类特色优势产品.新兴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新产品产量较快增长,汽车产量增长３３倍,其中

新能源汽车增长１５倍,光伏电池增长３０６％,锂

电池增长１２倍.全省太阳能、风能发电量分别增

长１０４４％、２１１％,新能源装机达到２１７２万千

瓦,占全省装机总量的２７１％.新兴产业税收大

幅增长,全省汽车制造业税收收入增长２１倍,通

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

税收收入分别增长２８３％、５１７％、１９６％.产业

集聚态势加速形成.转型综改示范区、开发区、工

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载体承接了全省８０％以上

新开工项目,贡献了６０％以上的新兴产业产值.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太钢建设“智助”

工业云服务平台,拓展工业云应用和管理服务.振

东医药建立企业私有云数据中心,初步实现个性化

营销.推动军民融合发展.长治康庄航天工业园、

太原市轨道交通及高端装备制造基地等９个军民

结合园区(基地)加快建设,军工企业营业收入、利

润快速增长.

(三)改革“四梁八柱”基本确立,部分改革迈入

全国第一方阵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三个三”抓改革工作基本

要求和方法,坚持改革决不能落后的理念,推动我

省重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部分改革工作跻身全国

第一方阵.

专栏２:“三个三”抓改革工作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是夯实改革工作基础要做到“三个搞清

楚”,即搞清楚中央和我省部署的重要改革事项

落实情况,搞清楚全国同类改革先进经验和典

型做法,搞清楚当下推动各领域改革的着力点.
二是找准改革工作差距要注重“三个分

析”,即对已经推出的重要改革举措,要分析哪

些操作性比较强、落实效果也比较明显,哪些过

于原则、不便于操作、收效不大,哪些与群众切

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改革举措不够接地气、群众

的获得感不强.
三是部署改革工作任务要统筹“三个层

面”,即统筹安排新提出的改革事项、需要修订

完善的改革方案和需要督办落实的改革任务.

　　国企国资改革加快推进.出台«关于深化国企

国资改革的指导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国企国资

改革“１＋N”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加速调整国资布

局,在省级层面成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将全部省属企业股权一次性注入,搭

建起了国有资本进退流转保的平台.整合设立文

旅、大地、云时代、交控、航空产业等集团.加快企

业混改步伐,在集团层面,选择建投集团、汾酒集团

２户企业进行混改试点,批复同煤集团所属１户子

公司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省属企业经营业绩考核

契约管理取得积极进展.市县国企国资改革步伐

加快.“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加快推进.

开发区改革创新取得积极进展.编制«山西省

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大力推进开发区整合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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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工作,１２个开发区扩区,新设省级开发区１５

个,全省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总数达到４０个.“三化

三制”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各开发区“三制”改革基

本到位,大多数开发区实现“管运分离”.赋予转型

综改示范区３３项省直部门管理权限,形成了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专栏３:１５个新设省级开发区

怀仁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县经济技术开发

区、平定经济技术开发区、太谷经济技术开发

区、襄垣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治经济技术开发

区、屯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平经济技术开发

区、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喜经济技术开发

区、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济经济技术开发

区、太原西山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区、右玉生态文

化旅游开发区、左权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区.

１２个开发区扩区

朔州经济开发区、忻州经济开发区、孝义经

济开发区、阳泉经济开发区、壶关经济开发区、
临汾经济开发区、侯马经济开发区、运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运城盐湖工业园区、大同经济技术开

发区、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晋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

　　投融资体制改革迈出坚实步伐.印发«山西省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山西省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２０１７年本)»,最大限度减

少省级核准权限.在全国率先试行企业投资项目承

诺制,积极推进全省１０个开发区和晋中市全域试

点,试行承诺制项目９４个,项目从立项到开工时间

平均缩减约三分之二.«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改革试点方案»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我省成为全国

首个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省.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实行属地管理.全面推广运用山西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累计受理项目２７万余个.

电力体制改革成效显著.电力体制改革顶层

设计基本形成,１４项配套改革方案中１３项已印发

执行.电力交易中心正式运营,成为国网经营区内

第一家正式运营的股份制交易机构,相对独立交易

平台正式建立.输配电价改革坚实落地,初步建立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为基础的独立输配电价机

制.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明显提升,直接交易电量

５２６亿度.多元化售电主体格局初步形成,全省已

成立售电公司１２６家.新增５个增量配电业务试

点.出台«山西省铝循环产业园区局域电网运行试

点方案»,吕梁局域电网进入实施阶段.

价格改革稳步推进.出台«山西省推进价格机

制改革实施方案»等若干政策文件.加大价格成本

监审力度.完善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政府定

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与全国实现一张清单.积

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对全省煤矿瓦斯发电

执行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建立省内天然气管道运

输价格监管机制.加强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及城

市配气价格管理.深化公路客运、地方铁路货运等

运价改革.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等各

项改革.

“放管服效”改革持续深化.取消下放９６项行

政审批事项,清理规范７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

项.开展“减证利企便民”专项行动,积极推行行政

许可事项标准化管理,行政审批前置要件削减

２５％.全面启动“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实现

了“十七证合一”.持续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双随

机、一公开”实现全覆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高

平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积极推进.大

力推进“两集中、两到位”,积极推行“互联网＋政务

服务”,省级政务信息共享网站正式投入运行.

(四)加大科技创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聚焦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优化科技创新政策环

境,深入实施十大创新行动,大力推进创新创业,创

新驱动取得明显进展.

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制定出台了１４个以增加

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文件.积极推动省属

科研院所转制工作.围绕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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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新兴产业发展,积极部署科技重大专项.加强

创新平台建设,成立全省重点实验室联盟,省级以

上重点实验室总数达到７５个.在太原、阳泉、晋

中、临汾、长治５个市启动科技创新券试点工作.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提高科技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建成山西省科技成果与知识

产权交易服务平台.设立１０亿元科技成果转化引

导基金.全省技术交易合同总额完成２６２７亿元,

增长１０１％,其中吸纳２５５２亿元,增长９２％,且

主要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出台«关于强化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深入发展的实施意见».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学府产业园区成为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国家批复２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首批认定１２个省

级双创示范基地.积极培育创业孵化平台,新认定

省级众创空间８３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２４家.

成功举办２０１７年双创活动周.形成长治唯美诺

“创意＋工厂”、山西华翔集团“人人创新、全员创

客”等一批可推广复制的双创模式和典型经验.

专栏４:首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名单

区域示范基地(９个):山西转型综改示范

区、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孝义市、高平市、
大同市南郊区、吕梁市离石区、长治市城区、太
谷县、交城县

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２个):山西大

学、太原理工大学

企业示范基地(１个):启迪(太原)科技园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太原清控创新基地)

　　(五)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开放型经济水平

不断提升

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健全对内对外开放政

策体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贸易便利化,积极

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积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编制出台全

国首部省级层面国际产能合作规划,全省国际友城

达到４２对,在２４个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８４家.

积极开展“山西品牌丝路行”,太原、临汾等市成功开

行中欧(中亚)班列１０列.晋非合作区建设进展顺

利.扎实开展与德国北威州等友好省州务实合作.

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编制山西深度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草案,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同意出台«关于支持山西省与京津冀地

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的意见»,为我省在更高

层次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打开了新的通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清洁能源

供应等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制定«山西省招商引资重

点产业指导目录»和«山西省鼓励投资政策(２０１７

年版)».开展晋商晋才回乡创业创新工程等一系

列重点招商引资活动.全年直接利用外资１６９亿

美元.全省招商引资共签约项目２４３３个,新签项

目当年开工１２７３个.招商引资项目质量和效益不

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达到３８％.

对外贸易结构明显优化.全省进出口总额完

成１１６２亿元,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分

别达到６７９％和５８％.对外经济合作稳步推进,

直接对外投资达到１６８亿美元.积极复制推广自

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加快推进山西自由贸

易试验区申报工作.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积极打造“六最”营商

环境,入企服务常态化、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

“１＋９”专项行动取得积极成效.推行“１３７１０”工作

制度,政府效能明显提升.建成省级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政务服务平台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现了

公开透明、信息共享、便民高效的目标.积极落实

«山西省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

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方案»,诚实守信环

境逐步形成.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推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企业申报录入工作量减少近

３０％,货物查验时间减少近５０％.运城、晋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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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关,大同航空口岸即将正式开放,运城航空

口岸获批临时开放.太原武宿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突破１２００万人次.全省５０Mbps以上宽带用户占

比达到６３３％.

专栏５:“１＋９”专项行动

“１”: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试行承诺制.
“９”:９项优化营商环境的专项行动,分别

是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专项行动、机关干部

入企服务常态化专项行动、在建重点工程项目

无障碍施工专项行动、涉企合同“执行难”整治

专项行动、打击恶意逃废金融企业债务专项行

动、化解企业担保链风险专项行动、企业周边治

安环境治理专项行动、减证便民专项行动、仿制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专项行动.

　　(六)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

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加快农

业农村发展,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

协调发展.

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制定出台新的１０条强

农惠农政策.“一区一园一平台”加快推进,种养结

构持续优化,杂粮、鲜干果、畜牧业等特色产业产值

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７５％.农业标准化生产率达

到３０％.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城郊农业、功能

农业和绿色农业.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实施

“千园万村减肥增效＋功能农业示范项目”.粮食

总产量在主动调减籽粒玉米面积的情况下,仍达到

１３０亿公斤,是历史上第四个高产年.农产品出口

至６８个国家和地区,全省经检验检疫农产品出口

额为５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６７％,其中,水果

增长４９９％.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成效明显.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四大工程”,重点推进４００个省级美丽宜

居示范村提档升级和１３个美丽宜居乡村集中连片

试点创建工作,积极开展“三环三沿四治”行动,全

省２０％的行政村初步达到美丽宜居乡村标准.大

力开展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家庭农场示范场创建

活动,全省农民合作社发展到１０８万个,认定家庭

农场９７８５个,数量居全国前列.

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出台«山西省加快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２０１７年行动方案»«太原都市区规

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年)».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加快,

太原都市区建设稳步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能

力不断增强.积极推进阳泉等城市老工业区和独

立工矿区搬迁改造.全省城市基础设施显著改善,

新建改造城市道路１０００公里、市政管网６７４８公

里、绿化面积１５６４万平方米,全省集中供热普及率

达 ９０％ 以 上.２０１７ 年 底 全 省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５７３４％,比上年底提高１１３个百分点.

城乡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明

显改善,新开工高速公路建设里程６７０公里,国、省

道建设里程４８６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建设７９３０公

里.加快水、电、气、热、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向农村

地区延伸,城乡路网改造和客运一体化取得积极进

展.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金融服务

等社会资源配置,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

务体系不断完善,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取

得重大突破.农村产权和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出台“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实施方

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基本完成,

县乡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同步建成.

(七)加快绿色发展,生态环境稳步改善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化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

复力度,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稳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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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编制出台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等一

批改革方案,芮城县等四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建设持续推进.积极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

价.全面推开“河长制”,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制

体系基本建成.制定出台«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意见».发行我省首单绿色债券,核准规模

２０亿元.

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加大.打好生态环境保护

“三大战役”,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项行动

计划.在太原、阳泉、长治、晋城、临汾、晋中“４＋２”

城市划定“禁煤区”.积极推进煤改气、煤改电、集

中供热替代民用散煤,淘汰燃煤锅炉１１０８５台,淘

汰黄标车及老旧车４５万辆.钢铁、水泥、焦化等

重点行业达标排放治理扎实推进.入冬以来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１０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省

PM２５平均浓度同比下降２５６％.完成国家下达

的“大气十条”目标任务.出台水污染防治２０条措

施,推进饮用水、地下水、流域水、黑臭水、污废水

“五水同治”.大力开展工业污水治理,地表水环境

质量得到改善.继续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强

化工业污染源监管,推进农业化肥农药使用零增

长,全省土壤环境质量调查点位达标率９７６％,好

于全国平均水平.积极做好国务院环保督查整改

工作,扎实开展取缔“散乱”企业、工业企业违法排

污整治等四个专项行动,取缔违法“小散乱污”企业

７４３３家.

“两山七河”生态修复工程扎实推进.继续推

进太行山、吕梁山林业重大工程建设.编制«山西

省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１７０万亩、营造林４００万亩,提

前启动２０１８年退耕还林还草１９５万亩任务.划定

５６００万亩永久性生态公益林.汾河干流生态修复

取得阶段性成果,中游核心区１５座蓄水闸坝工程

下闸蓄水,汾河清水复流北赵联接段工程顺利通水

运行.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涑水河、大清河

等重点河流生态修复全面启动.“两纵十横、六河

连通”大水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累计贯通６７０公

里隧洞.

节能减排持续推进.预计全省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下降３２％,圆满完成年度任务.深入开

展钢铁、火电等行业能效对标活动,积极推进建筑

节能改造,严格开展项目节能审查.加快循环经济

发展,稳步推进国家级朔州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试点

和朔州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全省大宗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６７６％.积极推进园区循环

化改造及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示范基地建设.

推行垃圾分类,推进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

设,建立我省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出台实施«山西省“十三五”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实施方案»,预计全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３９％.

(八)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人民福祉

不断增进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

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明显增强.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全年预计３个国定贫困

县、１２个省定贫困县脱贫摘帽,２５００个贫困村退

出、７４万贫困人口脱贫,年度减贫任务超额完成.

特色产业扶贫机制不断完善,贫困村基本建立“五

有”机制,光伏扶贫７１３座村级电站、２１座地面集

中电站并网发电.“吕梁护工”“天镇保姆”“五台泥

—８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２　



瓦工”“灵丘阿姨帮”“繁峙绣娘”等培训就业品牌带

动作用突出.林业生态脱贫五大项目带动５１９万

贫困人口增收.全省扶贫小额信贷投放８３８２亿

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６７６％.易地扶贫搬迁

取得新突破,１２万贫困人口搬迁,６５８个集中安置

点全面开工,竣工率９１３％.“支出型贫困”问题

有效缓解,构建“三保险三救助”政策体系,住院总

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９０％以上.农村低保标准提

高２４０元,全省平均达到３６２９元,以县核定全部超

过３２００元省扶贫标准指导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７３３０元,增长１０７％,高出

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７个百分点.

专栏６:五有、三保险、三救助

“五有”:贫困村有脱贫产业、有带动主体、
有合作经济组织、贫困户有增收产业项目、有劳

动能力的有技能.
“三保险”: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等措施,确保农村贫困人口住院

总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９０％以上.
“三救助”:一是对农村贫困人口个人缴费

按城乡居民缴费标准由财政资金给予全额资

助.二是对省定２４类重特大疾病晚期患者由

民政部门给予一次性每人５０００元的大病关怀

救助,对有需求的持证贫困残疾人免费适配辅

助器具.三是对少数农村特困人口由民政部门

特殊帮扶,重点救助目录内个人自付“１３６”封顶

额和目录外１５％费用部分的特殊困难人群.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全省最低工资标准

每人每月提高８０元.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标准增长５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

实现“十三连调”,月人均达２９８５元.提高工伤保

险待遇和失业保险补贴水平.全省城市、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平均标准每人每月分别比２０１６年底提高

６２％、１２５％.清理拖欠工资、社保费,对农民工

欠薪案件实行“三个清零”.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６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７％,完成年度任务.

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全省五项社会保险综合

参保率达９５％.全省机关事业、企业和城乡居民

三种养老保险制度全部建立,全民全覆盖的养老保

险制度体系初步建成.城乡居民医保实现并轨,全

民全覆盖的医保体系基本建成.城乡居民住院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平均报销比例均达到

７５％.晋中市开展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试点.在全部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医保付费总额管

理.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方式改革积极推进,全省

１２个统筹地区和２０７家医院全部接入全国跨省就

医结算平台,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内异地就医购药持

社保卡直接结算.实施“两降三补”政策,企业养老

保险单位费率由２０％降至１９％,失业保险费率由

１５％降至１％,给予困难企业社保、岗位、培训三

项补贴.

公共服务供给持续加强.启动实施“１３３１工

程”,山西大学东山校区正式开建,积极筹建山西艺

术学院.制定«山西省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提升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积极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化整合.启动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度“全面改薄”项目.印发实施«山西省

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各市

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扶持工作有序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逐步提升,省市县三级公益文化设

施建设达标率为８２４％.三医联动取得积极进

展,全省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比国家要求

提前３个月,分级诊疗加快推进.卫生计生服务能

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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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完成采煤沉陷区治

理搬迁目标任务,全年实施３８个县,实现集中新建

项目 １００％ 开 工、货 币 补 偿 和 回 购 商 品 房 项 目

１００％立项的目标.城市棚户区和公租房分配入住

工作进展顺利,城镇住房困难群众居住条件不断改

善,棚户区住房改造新开工１３６万套,完工２０４

万套,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城乡人居环境改善工

程完成投资２９８８亿元,其中,城市人居环境改善

工程 ２７００ 亿 元,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改 善 工 程 ２８８

亿元.

各类风险得到妥善应对.及时处置天然气

保供问题,建立监测调度机制,确保群众温暖过

冬.成功化解运城海鑫、吕梁联盛两大金融风

险.严格规范和遏制政府“隐性债务”,政府债务

风险安全可控.严守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等“三条底线”,全年各类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分 别 下 降 １８４％、１５％,煤 矿 百 万 吨 死 亡 率

为００７３.

从２０１７年计划指标执行情况看,年初«计划报

告»提出的９项主要预期指标和１３项约束性指标

总体完成情况较好.预期指标全部完成年度目标,

其中,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

新增就业等超预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约束性指

标中,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城镇棚户区住房改

造数量２项指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万元 GDP能

耗、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元GDP用水量、

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达到或好

于Ⅲ类水体比例、劣Ⅴ类水体比例等９项约束性指

标,预计可完成年度目标.设区市PM２５浓度下降

比例、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２项指标未完

成年度目标,主要是由于去年１－３月极端不利气

象条件影响,导致上半年形成较高基数,我省采取

强力措施,１０月以来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但全年平

均水平未实现年度目标任务.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我省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改革发展总体

滞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距离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很大差距.长

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远未从根本上

解决,转型发展任重道远.实体经济质量效益不

高,传统产业支撑能力有所减弱,新兴产业接续替

代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脆弱.市场主体发育不充

分,国企竞争力不强,民营经济实力不足.科技和

人才要素支撑不够,整体创新能力不强.开放型经

济水平不高,营商环境亟待改善.生态环境问题突

出,可持续发展短板较多.“三农”基础薄弱,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民生社会事业欠账较多,全面小康

水平与全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安全生产隐患较

多,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新要求.对于这些

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予以

解决.

二、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

目标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

２０１８年工作至关重要.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

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

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

主线,充分发挥转型综改试验区的战略牵引作用,

围绕建设“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

力推进改革开放,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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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

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主要目标

统筹考虑我省经济发展环境和阶段性特征,综

合分析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按照实事求是、积

极进取、科学合理的原则,提出我省２０１８年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

———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６５％.主要考虑:一是符合我省发展需

要.我省经济总量还较小,发展水平还不高,满足

扩大就业规模和促进居民收入增长需要,都必须保

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二是符合经济运行趋势.

２０１７年我省经济发展实现由“疲”转“兴”,２０１８年

这一态势将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实现６５％

的增速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三是符合转型发

展要求.从转型发展要求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在目标确定上为转型留出空间.

四是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２０１８年面临的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要引导各方面坚定信

心、增强战略定力,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创造良好

的环境.

———有效需求稳步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９％,主要考虑是２０１８年项目储备较为充

足,“转型项目建设年”将激发全省投资活力,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效应进一步显现,投资增长具

有较大潜力.同时,考虑到充分发挥投资促转型的

作用,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

资有效性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主要

考虑是２０１８年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城乡居民收入

稳步扩大等积极因素,消费有基础和条件延续近年

来持续增长的态势.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城镇新增就业４５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２％以内.主要考

虑:一是服务业、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经济增长带动

就业的能力持续增强.二是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和民生为先、就业为本的执政理念,有

利于稳定预期和增强发展信心.

———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控制在３％左右.主要考虑:一是从翘尾因素来

看,２０１７年新涨价因素相对较少,对２０１８年影响

相对较低.二是从新涨价因素看,食品价格将略有

上涨,服务价格将保持上涨态势,房租价格涨幅会

有所扩大.三是为价格改革预留空间.

———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扎实推进.资源节

约方面,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３２％;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３９％,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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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下降比例、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

例、劣 V类水体比例等指标和二氧化硫、化学需氧

量、氨氮、氮氧化物４项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完成

国家下达年度目标任务.

———民生福祉全面改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６５％和６５％以上,主要考虑居

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

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要求.农村贫困人口预计

再减少６１万人,为确保完成“十三五”期间脱贫目

标奠定 坚 实 基 础.城 镇 棚 户 区 住 房 改 造 数 量

１２５２万套.

(三)工作重点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要求贯彻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

持转型发展“三条基本经验”,聚焦“三大目标”集中

发力,突出做好“十个关键”,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大政方针已经确定,关键是要抓好落

实.２０１８年要选准“突破口”,抓准“关键点”,着力

攻坚,带动全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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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７:转型发展“三条基本经验”
一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狠抓发展第

一要务,准确把握山西经济工作的方向、主线和

目标,对转型发展的宏观指导发生了重要积极

变化.二是坚持以改革促转型,正确处理煤与

非煤的关系,构筑新体制政策“四梁八柱”,推动

转型发展的制度建设发生了重要积极变化.三

是坚持把全面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体现到推动

转型发展上,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

围和创业环境,对转型发展的政治保障发生了

重要积极变化.

　　一是抓实“三大攻坚战”.要把“三大攻坚战”

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打赢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突出抓好金融风险、政府债务、

安全生产等领域的风险防范,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

线.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把提高脱贫质量和成效

摆在首位,确保实现２６个贫困县摘帽、２２００个左

右贫困村退出、６１万贫困人口脱贫,为２０２０年脱

贫攻坚决战完胜打下坚实基础.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环境问题,打

赢蓝天保卫战、黑臭水体歼灭战、土壤污染防治持

久战,确保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是抓实优势产业集群.要把推动集聚集群

集约发展作为构建我省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着力

点.要以开发区为载体,以优势企业为龙头,以产

业耦合和协作配套为重点,着力打造数字经济、先

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传统优

势产业等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向开发区集聚,打造

全产业链,提升投入产出效益,全面提高产业发展

质量.

三是抓实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用好先行

先试这个法宝,抓好更多能以“一子落”带动“全盘

活”的关键性改革.加快国企国资２１项改革,深化

开发区“三化三制”改革,持续推进投融资体制改

革,着力健全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速电力体制

改革,统筹推进价格、财税、收入分配等领域改革,

努力推进更多改革事项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四是抓实转型项目建设年.转型项目建设年

是推动我省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要扣好扣

准项目策划包装第一粒扣子,提高立项和报建审批

效率,开展好手续集中办理、项目开工、项目落地等

专项行动,建立健全并联审批、协调调度、省市县三

级联动、监督考核等常态化工作机制,确保转型项

目建设年取得实效.

五是抓实“六最”营商环境建设年.营商环境

的优化是转型发展的重要保障.要以全省域推开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试点为突破口,持续深化“放

管服效”改革,抓好“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深入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推进

“互联网＋政务”,深化拓展延伸“１３７１０”信息化督

办制度,推进效能革命,务求优化营商环境取得重

大进展.

六是抓实重点民生工程建设.要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

住房等民生关切,努力把民生改善重点任务项目

化,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深度推进采煤沉陷区

综合治理,加快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城乡人居环

境改善、易地扶贫搬迁等重点工程,提高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国发４２号文

件要求、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以“三大目标”定位为牵引,扎实推进各项年度

任务,重点做好以下１０个方面的工作.

(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

抓好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建设行动计

划落实落地,以制造业优先为主攻方向,支持实体

经济企业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现代

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新兴产业发展.要以推动制造业优化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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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关键,以集群化发展为重要路径,充分发挥好

产业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以高端制

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数字经济要大力推进云

聚山西、云殖山西、云惠山西、云安山西重点工程,

加快发展信息安全、传感器、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

产业,加快省级政务云平台、阳泉智能物联网应用

基地、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山西北斗数据中心、中电

科创新产业园等项目建设.积极创建国家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装备制造业要提升煤炭、煤层气、煤

化工、电力等能源装备研发生产能力和成套化水

平,增强轨道交通装备、重型机械等市场竞争力.

推动中铁磁浮轨道交通产业园、江铃重汽发动机、

晋能晋中高效电池及组件等项目建设.新材料要

推进新型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新型无机非金

属材料和前沿新材料高端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培育发展铝镁合金、碳化硅、碳纤维、石墨烯等高端

产品.积极建设太原、运城等铝镁合金产业基地.

加快太钢高端碳纤维二期项目投产达效.汽车工

业要积极发展纯电动汽车整车,推动电池、电机、电

控、轻量化材料等零部件集群发展,推动太原、晋

中、晋城、临汾、运城电动汽车产业基地建设.抓好

吉利晋中基地零部件园区、沃特玛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等项目建设,加快原平东风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

开工.做强传统燃油、燃气类重卡和乘用车产业,

培育甲醇汽车产业.通用航空要加快通航基础设

施和航空运输网络建设,着力发展航空材料及零部

件、航空人才培养、通航服务业和通航产业园区四

大板块,加快建设通用航空强省.积极争取国家将

我省作为低空空域开放试点省.推进融合发展.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普及推广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标准,组织认定２０户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省级试点企业.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制

定服务型制造项目示范评选办法,加快推进制造业

服务化.推进军民融合,积极创建国家和省级军民

融合示范区,优化和推进４４个军民融合发展重点

项目.加快建设全省军民融合成果交易中心、产业

孵化中心.

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水平.要加大传统产业技

术改造,用好２０亿元省级技改引导资金,重点实施

一批技改项目.钢铁行业要重点构建高质量、多品

种、差异化的生产体系,重点发展高端特殊钢,加快

４００兆帕及以上高强钢筋推广应用.焦化行业要

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一批五百万吨级和千万吨级重

点焦化产业园区和集聚区.铝工业要加快煤—

电—铝(镁)—材一体化发展,特别是要以乘用车、

全铝汽车应用为突破口,实现铝镁材料链条向高端

延伸,重点推动吕梁、运城百万吨铝加工基地建设.

现代煤化工要加快实施升级示范工程,重点发展煤

制烯烃、煤制芳烃、煤制乙二醇等煤基石化产品,推

动潞安１８０万吨煤制油项目提质增效.消费品工

业要深入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

巩固提升汾酒品牌地位,支持特色食品、纺织、陶

瓷、玻璃器皿等行业打造国内著名品牌.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聚焦重点领域和发展

短板,健全服务业质量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实施与

质量监测,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发展.着力促

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坚持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念

好“安顺诚特需愉”六字要诀,继续做优五台山、云

冈石窟、平遥古城三大旅游品牌,做好黄河、长城、

太行三篇旅游大文章.狠抓精品景区建设,加强产

品线路设计,促进景区景点连接成线,形成全域旅

游的骨架.深化华侨城、银泰、乌镇、中景信等旅游

知名集团与我省的投资合作.办好２０１８年全省旅

发大会,精心策划大河文明国际旅游论坛、港澳青

少年长城研学游、太行旅游养生体验季等大型旅游

活动.加快建设黄河一号、长城一号、太行一号３

条旅游公路,加快构建“城景通、景景通”全省旅游

一张网.推进景区“厕所革命”,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着力拓展康养服务.以养心、养生、养老为

发展方向,开发全生命周期康养产品,构建集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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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康复、保健、教育、文化、体育为一体的康养旅

游产业体系,创建“夏养山西”康养旅游品牌.着力

发展现代物流.以信息技术为先导、基础设施为支

撑,推进全省智慧物流云平台建设,加快构建立体

式现代物流产业格局.继续抓好中鼎物流园、阳泉

晋东国际陆港、大同晋北、运城晋南物流园区建设.

着力培育引导咨询服务业发展.大力推进政府咨

询服务社会化.鼓励省内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

业与科学研究机构或其他服务机构合办咨询服务

企业,培育咨询品牌.加大对咨询服务业的政策支

持力度,积极引进国际国内著名咨询机构,支持咨

询服务机构入驻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形成产业集

聚区.着力加快发展现代金融.推进产业链与金

融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信贷融资主渠道作用,用

好各类金融政策,努力保持信贷市场繁荣.大力发

展直接融资,创新融资方式,充分挖掘民间资本潜

力,吸引险资入晋,加快推动资产证券化.优化金

融资源配置,加强对我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

产业发展的支持.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加大对“三

农”、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深化金融改革

创新,充分发挥山西金控集团各类金融牌照优势,

不断提高综合竞争力,推动我省城市商业银行发

展,加快农信社改制步伐,推动地方证券公司和保

险公司做大做强.推动晋城、大同两个金融改革试

验区落地.加强金融监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有序推进去产能.

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技术、质量、安全等法律法

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去产能,确

保完成去产能年度任务.扎实有效去库存.要因

城因地施策,加大货币化安置力度,重点抓好库存

仍然较多的城市和县城去库存工作.积极稳妥去

杠杆.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为重点,加快市场化、法

制化债转股,加大直接融资力度,控制高成本表外

融资,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扩大资产证券化规模.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多措并举

降成本.做好税费、融资、人工、制度性交易、用能

用地、物流等领域降成本工作,推动企业“眼睛向

内”降本增效.下大力气补短板.重点加大对脱贫

攻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投

资支持力度.

(二)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加快打造全国能源革

命排头兵

以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行动方案为抓手,

以优化能源供给结构为重点,积极推进由“煤老大”

向“排头兵”转变.

加大煤层气综合利用力度.充分用好国家赋

权,积极扩大抽采规模,加快沁水、河东两大煤层气

产业化基地建设,推进６个重点片区勘探开发.建

设通达大中城市、各类开发区、重点工业园区的支

线输气管网及配套站点,推进低浓度瓦斯就近综合

利用.加强储气设施建设.加快省级输气管网互

联互通建设,做好全省迎峰度冬保供工作,提升煤

层气外送能力.力争全年全省煤层气(瓦斯)抽采

量达到１３０亿立方米,利用量达到８０亿立方米.

加快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发展.坚持把风

力发电、光伏发电作为优化能源结构的重点.积极

开发中南部低风速资源,加快推进晋北风电基地建

设.推进光伏产业有序发展,以大同、长治、寿阳为

重点,大力推进光伏领跑技术基地建设,推动光伏

全产业链发展.创新新能源应用模式,推进风电供

暖、太阳能热发电示范试点,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

互补工程、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工程建设运行,加

快分布式能源和智能电网发展.力争全年新能源

行业发电装机达到２４２９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达

到９５０万千瓦,太阳能装机达到７５０万千瓦.

推动煤炭安全绿色开发高效清洁利用.引导

符合条件的煤矿积极参与减量重组,促进全行业优

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大力推进煤电一体

化、煤焦一体化、煤化一体化,鼓励上下游企业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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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一体化经营.积极推进煤炭利用由燃料向材

料转变,差异化发展现代煤化工.

加快晋电外送步伐.在积极做好省内电力消

纳的同时,积极扩大外送电规模.优化省内电网网

架结构,推进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加快配套电源点

建设,提高外送电能力.依托已建成和在建的４条

外送电通道,力争年底新增１５００万千瓦以上装机

的外送能力.

专栏８:四条外送电通道

蒙西~晋北~天津南１０００千伏特高压交

流输电通道,已建成投运,可新增我省外送电能

力３００万千瓦.
榆横~晋中~潍坊１０００千伏特高压交流

输电通道,已建成投运,可新增我省外送电能力

３００万千瓦.
晋北~江苏±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通

道,已建成投运,可新增我省外送电能力８００万

千瓦.
盂县电厂~河北南网５００千伏特高压交流

输电通道,正在建设,计划于２０１８年底建成投

运,可新增我省外送电能力２００万千瓦.

　　推动能源消费、技术革命和对外合作.要优化

能源消费结构,开展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行

动.把握世界能源技术演进趋势,在能源重大技术

突破、煤层气勘探开发和能源颠覆性技术等方面实

施科技重大专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发展制

高点.扩大能源开放合作,提升太原能源低碳发展

论坛和能博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着力构建内陆地区开

放新高地

加快推进«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实施

意见»落地,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东融南承西联

北拓,为转型发展拓展空间.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一带一路”

大商圈重要节点,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新亚欧大陆

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等国际经济合作走

廊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与沿线国家相关企业共

同实施经贸项目.实施好«山西省国际产能合作规

划»,重点推动我省煤电、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

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着力构建国际产能合作“一

环两翼”大格局.持续实施“千企百展”行动计划.

加快晋非合作区建设.支持省内企业境外发行外

债和利用国际商业贷款.

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争取国家尽快出

台«关于支持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

动发展的意见».出台«山西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全面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

展协作配套、生态环保联防联治.支持大同打造融

入京津冀的桥头堡.积极承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

能,特别是科研院所来晋设立分支机构,央企来晋

设立研发、运营、结算中心.积极服务对接雄安新

区建设,深化清洁能源、绿色建材、特色农业等领域

产业合作.探索建立跨区域共建园区的投资开发

和运营管理模式.

加快建设内畅外联大通道.提升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水平,加快构建立体联网、内外联通、多式联

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太焦、大张、大原、阳

大等铁路项目建设,开展雄安至忻州等高铁项目前

期工作.加快打通高速公路出省口建设和完善高

速公路规划路网.开通太原至北美、欧洲、澳洲等

国际航线,加快朔州支线机场和芮城、阳城等通用

机场开工建设,推动太原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前期

工作.加快推进千兆级无线接入网建设,超前布局

５G基站,积极争取国家５G 网络试点,推动山西

(阳泉)智能物联网应用基地试点建设,力争将太原

增设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促进贸易便利

化、通关一体化,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大通关

建设,开通个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结

算业务.积极申报自由贸易试验区.

促进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举办好“５＋１５”专题

招商引资活动.围绕高端产业和重点领域,瞄准龙

头企业、上市公司,实施一对一、点对点对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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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资与引智引技并重,加大研发机构引进力度,在

有条件的开发区优先布局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重

点实验室.立足园区现有产业,做好配套招商,加

快形成产业集群,实现集约发展.鼓励和吸引一批

晋商晋才回乡创业创新.提升利用外资的规模质

量效益,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鼓励外资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和现代农业等领域.差异化承接长三角、珠三角、

港澳台等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加大与中部和周边地

区合作交流,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专栏９:“５＋１５”专题招商引资活动

５场省重点招商活动:３月份在太原举办

“晋商晋才回乡创业创新工程大会—晋商晋才

家乡行”活动;４月份在太原举办“央企入晋支

持山西转型综改大会”;７月份在太原举办“跨
国公司入晋推动转型发展大会”;８月份在香港

举办“山西(香港)投资洽谈会”;９月份在太原

举办第七届“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

会”.
１５场专题产业对接活动:根据我省转型升

级的实际需要,在上海、北京、南京、杭州、深圳、
昆明、德国、美国、日本、瑞典、英国、以色列、加
拿大、瑞士、新加坡举办专题产业对接会,开展

精准对接,推进项目合作.

　　积极打造“六最”营商环境.继续取消下放行

政审批事项,加快行政许可标准化建设,全面规范

行政许可行为.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在全省有序推

开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全面推行“五统一”,积极

推进政府靠前服务,强化企业信用约束,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大幅缩减审批周期.积极推动投资项目

并联审批,大力整治“红顶”中介,减少企业时间和

费用成本.加强我省投资管理法制化,出台«山西

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扎实推进

“减证利企便民”专项行动,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权改革试点工作.完善“两平台、一张网”功能,推

动服务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努力做到入驻大厅审

批事项“全程网办”,“一次不用跑”事项超过５０％.

继续推进“多证合一”、“证照分离”、企业名称登记

管理改革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工作,强化电子营

业执照管理应用,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构建

“大数据＋政务监管平台”,推动政务信息平台信息

整合共享,推进市县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完善拓展省级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功能,完成市级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加强信用信

息互联共享和应用服务.加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

专栏１０:五统一

将企业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的条件和标

准,以统一清单一次性告知企业;统一使用省投

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实现网上申报、并联审

批、信息共享、协同监管、限时办结;抓住供地、
开工、竣工投产等重要节点,统一流程再造,在
供地前完成联合验收;设立开工前多图联审统

一接件窗口,各部门同步联合审查,限时办结;
对报建阶段所涉收费事项实行统一管理,变多

头多次缴费为“一费制”.

　　(四)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增强

转型动力

坚持改革决不能落后的理念,着力破除制约发

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重点改革落地,增强转型

发展动力.

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全面推进国企国资改革

８个方面２１项重点任务.着力优化国有资产布

局,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深度实施优质资产“腾笼换

鸟”工程,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水务投

资集团、燃气集团等专业化重组.着力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积极开展集团层面混改,加快推进汾酒

集团整体上市和省属二级以下企业进行混改,选择

５－１０个科技类子企业进行员工持股试点.着力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省属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

员市场化选聘,完善综合考核评价制度,加强企业

薪酬管理.基本完成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和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省级财政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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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２０亿元专项资金,解决省属企业“两办”等遗留

问题.全面提高国资监管水平,加强对市县国企国

资改革指导.

专栏１１:“腾笼换鸟”工程

深度实施“腾笼换鸟”工程.按照制定的统

一模板和操作流程,分批实施煤炭、电力优质资

产“腾笼换鸟”.力争年内通过让渡股权,置换

回资金２００－３００亿元,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

　　加快推进开发区改革.制定出台«山西省开发

区建设和发展水平综合考核办法»,对各市开发区

进行督查和考核,持续推进“三化”改革,推动“三

制”改革全面落地.推行开发区市场化运营改革,

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民营经济主导、公司制运作开

发区的改革试点.完成现有开发区扩区工作,争取

新设２０－３０家省级开发区.推动山西转型综改示

范区至少新开工建设１０个投资超３０亿元、１０个

投资１０－３０亿元的产业转型项目.推进国际产业

合作园建设.推进三个新设立的生态文化旅游开

发区统筹生态保护、文物保护、旅游产业开发领域

体制改革.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特别是长期租赁,研究制定我省住房租赁管理的

实施办法和相关政策,出台租赁住房具体标准和规

范,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改变房地产开

发商作为住房唯一供应者的情况,探索形成开发商

为主、多主体提供住房的格局,通过新建、改建、回

购等方式多渠道扩大住房租赁房源.加快住房租

赁交易监管和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

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住房租赁管理和服务体系.

选择太原市开展住房租赁试点,在培育租赁市场主

体、土地供应、商住同权等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

扎实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健全输配电价监管

体系,配合国家做好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和区域电网

输电价格核定,推进我省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的

配电价格改革,积极推进山西科技城、同煤大同矿

区等增量配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发用电计划放

开和电力直接交易,建立优先购电和优先发电制

度,电力直接交易规模达到６００亿千瓦时以上.积

极探索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建设.积极推进吕梁局

域电网试点.

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出台我省«全面深化价格

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加快推进资源性产

品价格改革,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

加价制度,完善煤层气价格形成机制.继续完善医

药价格改革政策.积极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加

强市场价格监管,强化反价格垄断执法.

(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创新对经济

发展的支撑能力

完善创新政策体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

创新创业,努力推进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

完善创新生态.落实企业创新税收优惠政策,

推进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应

享尽享”,对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奖励.建

立科技帮扶入企机制,建立以企业科技需求为导向

的科研立项机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各类服

务机构开展创业项目开发、风险评估、创业指导、融

资服务、跟踪扶持等“一条龙”“一帮一”服务.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尊重创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

的文化氛围.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支持规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鼓励企业

收购并购研发机构,直接进入高端创新领域.推进

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深度合作.推进科研立项机制改革,重点支持新

兴产业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项目.支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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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小企业申领科技创新券,推动大企业、科研院

所向社会开放大型仪器和设施设备,促进创新平台

资源共享共用.建立科技项目绩效分类评价机制,

推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扩大科研院所和科研人

员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下放科技成果“三权”,实

行股权期权激励.全面完成省属转制院所改革.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

改革,推进协同创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建设一批

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加大对小试、中试环节的

支持力度,开展中试重大专项,在新能源、新材料等

领域新建３－５个中试基地.支持省属高校、科研

院所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发挥好省级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推动市县建立科技成果转

化引导基金,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成果

转化.

大力推进创新创业.积极开展双创基地建设,

培育省级双创基地２０家以上、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１０家以上,努力创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多层

次培育双创主体,力争形成１０万人的创客大军.

积极发展双创平台,复制推广长治唯美诺“创意＋

工厂”模式和华翔“人人创新、全员创客”经验,加大

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培育力度.继续办好

“双创”活动周、“创响山西”等活动.

(六)聚焦三大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加快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改革,提升农业农村发展

水平.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积极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一区一园一平台”建设,加快

雁门关农牧交错带草食畜发展,着力推进４个产业

集聚区建设,推动太谷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在有机旱作农业、开

发功能食品等方面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示范.支

持运城果业出口平台建设.继续调整种养结构,实

施杂粮、鲜干果、蔬菜、中药材、饲草作物“五大替代

玉米行动”,调减非优势区籽粒玉米１００万亩以上.

科学确定畜禽规模总量,优化畜牧生产布局.实施

耕地质量提升、农水集约增效、旱作良种攻关、农技

集成创新、农机配套融合、绿色循环发展六大工程,

大力推进有机旱作农业.加快发展功能食品和药

食同源产品,启动实施功能农业(食品)开发工程.

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建设.加快高标

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专栏１２:一控两减三基本

“一控”:要控制农业用水的总量,要划定总

量的红线和利用系数率的红线.
“两减”:要 把 化 肥、农 药 的 施 用 总 量 减

下来.
“三基本”:针对畜禽污染处理问题、地膜回

收问题、秸秆焚烧的问题采取有关措施,通过资

源化利用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

　　建设美丽文明乡村.布局建设一批有鲜明区

域特色和人文品格的精致农村.新改建农村公路

１万公里,完成通硬化路建制村２０００个,新增通客

车建制村２００个以上.深入实施乡村清洁工程,加

快推进人员队伍、清扫保洁、垃圾收集处理、村容整

饰、长效管理机制五个全覆盖,推进１００个省级美

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再启动４０００户农村地质灾害

治理搬迁工程、农村垃圾治理示范工程和一批农村

污水综合治理项目.按照“一控两减三基本”要求,

启动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工程和农村清洁

取暖改造工程.完善农村水、电、暖、气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国家和省政府下达的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重点支持当年脱贫摘帽贫困县的农村危房改造.

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继续推进信息进村入户

工程,力争明年“益农信息社”覆盖全省３０％的行

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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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改革.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

并长期不变政策,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土

地“三权分置”和农村“三块地”改革.全面完成全

省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建成全省农

村土地承包信息系统.完成１４个国家和省级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试点任务.培育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基本完成农

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发证任务.完善以绿色生

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

促进农民增收.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

快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

村电商等新兴业态,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开展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强化农民技能培训,促进农

民创业创新,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盘活农村资源

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区域发展的

协调性、联动性和整体性

坚持发挥主体功能区基础性作用,健全统筹区

域协调发展机制,着力推动平地与“两山”地区协调

发展,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完善城乡规划体

系,积极推进“多规合一”,全面启动太原、大同等市

２０３５年城乡总体规划修编.大力实施太原都市区

规划,按照“一主一副多组团”构架,重点支持太原

率先发展,提高省会太原首位度,加快太原地铁２

号线,启动１号线、３号线建设.加快区域性中心

城市建设,引领周边城镇群发展,积极打造特色小

城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造城市道路

１０００公里,新建改造水气热污管网３７００公里,加

强城市中心区、老城区园林绿化建设,新增绿化面

积１５００万平方米.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扩

大城镇义务教育资源供给,完善统一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制度整合,研究推动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

公租房保障范围.推进全省棚户区改造,全年新开

工１２５２万套、基本建成１１４万套,公共租赁住房

基本建成１１万套.加快推进数字化城管平台建

设,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统筹平川与“两山”地区发展.制定推动省内

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区域之间基本公共

服务逐步均等、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

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

土开发和城市建设格局,实施差异化政策,协调推

动人口和产业向平川地区集聚,打造具有较强产业

竞争力的人口经济密集区.支持“两山”地区发展

特色经济,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健全脱

贫攻坚对口帮扶机制,探索生态保护跨区域补偿、

环境容量市场交易机制,促进集约发展、绿色发展、

共享发展.

积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和完善各类

主体功能区空间发展长效机制和配套政策.科学

划定县域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即

“三区三线”).积极开展农产品主产区产业准入负

面清单编制,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划定

小麦功能区７２０万亩、玉米功能区１６００万亩.加

大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农产品主产区和

重点生态功能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以主

体功能区定位为评价导向,着力构建差异化政府绩

效考核评价体系.

加快革命老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发展支

持力度,补齐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短板,提升

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标准,确保

老区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八)扎实推进转型项目建设年,努力扩大有效

需求

落实好«山西省转型项目建设年(２０１８)行动方

案»,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促进

三大需求协同发力,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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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进转型项目建设,坚持

“四个围绕”,切实加强转型项目谋划储备,积极开展

好转型项目建设年系列专题行动,建立健全项目推进

“六大机制”,强化督查考核,严格责任落实,确保转型

项目建设年取得实效.重点在新兴产业、脱贫攻坚、

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短板领域加大投资力度,特别

要加大制造业投资.高标准推进一批省市重点工程,

突出转型导向,强化协调服务,集中政策扶持,严格督

查考核,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企业家精

神,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破除限制民间资本参与公平

竞争的隐性壁垒,利用多种PPP方式盘活存量资产,

实现投资良性循环.推动建立健全PPP项目投资合

理回报机制,培育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快政府资金计

划分解下达,确保发挥政府投资效益.

专栏１３:四个围绕

围绕巨量外流的投资品和消费品需求上项

目,规划布局新产业.
围绕地上地下公共资源引项目,坚持以市

场换项目、以资源换项目.
围绕世界５００强等龙头企业招项目,发挥

引领聚合效益,树立新的产业标杆.
围绕科技和产业前沿选项目,要紧盯产业

发展新方向,谋划一批转型新项目.

六大机制

健全并联审批机制;建立职能部门责任机

制;建立项目化管理机制;建立协调调度机制;
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健全监督考核机制.

专栏１４:转型项目建设年系列专项行动

１－２月重点开展“项目手续集中办理月”
活动.集中抓开工前各项前期手续的办理,让
冬闲冬休变冬忙冬干.

３－４月重点开展“项目集中开工月”活动.
原则上,续建项目４月底前全部实现复工,新建

项目４月底前开工４０％.
全年认真开展“进工地、到一线、解难题”活

动,切实帮助项目单位“排忧解难”.
开展“项目建设投产达效”活动.
开展“红顶中介”整治活动.

　　持续推动消费升级.继续深入实施“十大扩消

费行动”,推进名优特商品营销网点建设.积极引

导康养、文化、旅游等新兴消费,提升生活服务品

质,构建绿色餐饮发展新模式,促进家政服务规范

化专业化发展,释放重点领域消费潜力.推动流通

模式创新,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打造在全国有较强

竞争力的山西电商品牌.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进

社区.促进实体商业转型,推动大型商业综合体、

大型超市、商业特色街与互联网融合,建设智慧商

圈.健全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依法严厉打击侵权假

冒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努力扩大进出口.积极实施外贸主体培育工

程,用足用好进出口信贷等支持政策,扩大出口信

用保险覆盖面,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等新业态,促进先进装备、新材料、小杂

粮、干鲜果等出口,加大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

和优质消费品进口.

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加强经济形势分析

研判,及时抓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前做好政策

预案.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重点的研

究,做好政策储备.做好“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对

标新时代目标任务要求,调整相关指标任务.

(九)加快绿色发展,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决打好新时代

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

大力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实施能源消费总量

和强度双控行动,落实国家重点用能企业“百千万”

行动,支持传统产业加快绿色改造.加快建设绿色

矿山、绿色园区,推行绿色制造,推进国家级朔州区

域工业绿色发展试点.实施水效领跑者行动,开展

合同节水管理试点示范工程.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加快国家

级、省级开发区循环经济布局,推进循环经济示范

—０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２　



试点建设,开展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提升大宗

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率.

铁腕治理环境污染.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深化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严格控制散烧燃煤污染,积极稳妥推进清洁取暖工

程.继续开展“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钢铁、焦化、

建材、铸造、有色等重点工业行业开展大气污染物

特别排放限制改造,全面推进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污染物治理.着力开展清水行动,打赢黑臭水体歼

灭战.继续推进饮用水、地下水、流域水、黑臭水、

污废水“五水同治”,全面推进１７５个水环境治理重

点工程.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开展

全省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排

查行动.开展“控源头、保清流”专项行动,追踪锁

定污染源,督促排污单位落实治污主体责任.扎实

推进净土行动,打赢土壤污染防治持久战.加快落

实“土十条”,加强垃圾分类治理,启动实施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推进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积极开

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快推进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落实“划好一条线”“形成一张图”的任务.

全面实施太行山、吕梁山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力争

全年完成４５０万亩营造林、５２５万亩水土流失治理

和１９５万亩退耕还林还草任务.全面实施七河生

态修复治理工程,重点抓好汾河的治理.开展耕地

质量保护提升行动,加大农田改良和修复力度.加

强采煤沉陷区和矿山环境治理,开展５９个矿山地

质环境专项治理工程.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确保环境质量稳

定达标前提下,在省域内科学合理配置环境容量.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编制工作.研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

机制,探索桑干河、滹沱河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统筹推进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

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等工作.完善四级“河长制”体系,积极探索

“湖长制”.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一期建设,搭建环

保云平台,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在晋城、

孝义等试点区域开展循环经济发展指标试评价.

开展碳排放峰值等研究,稳步推进电力行业碳排放

权交易.建立绿色金融体系,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

大绿色信贷发放力度.探索在禁止开发区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稳妥推进环保机构垂直管理制度

改革.

(十)加强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在发展中补

齐民生短板,依靠改革创新增进福祉,让人民在共

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支

持力度,确保实现年度目标.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铺开剩余１５９３万贫困人口、６６１万同步

人口的搬迁任务.推进林业生态建设脱贫,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和贫困县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项目.

提升特色产业脱贫,扩大光伏扶贫项目规模,打造

一批乡村旅游扶贫典型村.激发内生动力脱贫,加

大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培训力度,实现８万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保障水平脱贫,落实好

教育扶贫资助政策、健康扶贫“三个一批”,巩固好

“三保险三救助”医疗保险帮扶政策,推进农村低保

标准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启动实施全民技能提

升工程,加大覆盖三次产业的技能培训力度,对

１００万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企业在岗

职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能力评价,培育一批

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劳务品牌,变输出劳力为输

出技能.继续推进劳务输出“员工制”管理试点工

作,努力实现农村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全面促进

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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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扶持“三位一体”工作机制,重点帮助３万人创

业,带动就业１０万人以上.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提升工程,全面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建立

需求导向的学科专业和招生计划动态调整机制.

统筹做好城镇失业人员、“４０５０”人员、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就业,做好去产能和国企改革中下岗职工

的安置和就业援助工作.

强化社会保障兜底作用.全面实施全民参保

计划,实现社会保障由制度全覆盖到法定人员全覆

盖.建立数据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全民参保登记系

统与公安、民政等各部门系统对接、数据共享.实

现１７０万名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全部参加养

老保险.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省级调剂制

度,提高省级统筹调剂金比例.做好被征地农民参

加社会保险工作,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基

本养老保险范围.全面落实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社会保险帮扶政策.加快完成非公经济组织、农

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参保登记.稳步提高

城镇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扩大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范围.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深入实施“１３３１工

程”,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提升高校服务我省创

新驱动、转型升级能力.积极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确保２０１８年全部县区通过县域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国家验收.改善办学条件,２０１８

年８月底前全省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基本达到省定

标准.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加快推进健康山西建设.健全

“三医联动”长效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制

度.巩固取消药品加成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成果,

健全完善公立医院现代管理运行新机制,全省公立

医院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控制在１０％以下.推

进卫生城镇创建和健康城镇试点建设.实施“１３６”

兴医工程,全面实施重大疾病防治攻坚计划,打造

在国内有影响力的一流医院和重点专科,全面提升

医疗质量.加强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统筹做

好援疆工作和全国青运会筹备工作.

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健全按要素分配的体制

机制,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适时

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在国企混改中通过员工持股

提高职工待遇.继续深化农村经营体制和产权制

度改革,引导土地经营权、林权有序流转,多渠道增

加农民收入.确保农民工欠薪“三个清零”.

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坚持“生命至上、安

全第一”的理念,严格按照“四铁”要求,坚决杜绝重

特大事故,努力减少一般性事故,确保全省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好转.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科学制

定全省安全生产分级属地监管办法,创新安全管理

体制机制,用法治化手段推进安全生产.全面加强

煤矿、道路交通、消防、非煤矿山和尾矿库、危化品、

水库、建筑施工、油气管网、城市燃气、特种设备等

各行业各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要积极推广应用

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全面

提高安全保障水平.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推动企

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问责考核,严肃

查处事故,严格责任追究.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新成绩.新的一年,全省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能源革

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任务艰

巨繁重,让我们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

正确领导和监督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信心、攻坚克

难、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全力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转型

综改新局面、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

章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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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以及山西省２０１８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省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在对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进行初步审查的

基础上,根据各代表团的审查意见,又作了进一步

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７年,在省委坚强领

导下,我省各级人民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省委“一个指引、两手

硬”的思路和要求,认真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

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精神,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起

来,积极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战略,各项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全省经济发展由“疲”转

“兴”、好于预期.经济增长步入合理区间,增速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经济结构呈现积极变化,服务业、

非煤产业、新兴产业发展更快;经济运行质量效益

持续改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大幅增长;部分重点

领域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对内对外开放持续扩大;

城乡一体化步伐加快,生态环境稳步好转;脱贫攻

坚任务超额完成,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全面提升.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还未从根本

上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新

产业、新动能对经济的支撑比较有限,部分改革举

措尚待深化,生态环保压力依然很大,民生领域还

有很多短板.对此,应高度重视,进一步采取有效

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关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提出的计划

报告和２０１８年计划草案,符合党的十九大和中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符合“十三五”规划纲要要

求,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指导思想明确,工

作重点突出,目标安排可行.财政经济委员会建

议,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省人

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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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完成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的建议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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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围绕建设“示范

区”“排头兵”“新高地”三大目标,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为此,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

建议:

(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建设转型发展示范

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

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奋

力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真正走出一条

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动新兴产业扩大规模、

延伸链条、融合发展,支持制造业优先发展,全面提

升传统产业发展水平,努力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

效.依靠创新驱动培育转型发展新动能,通过加快

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增强创新能力,通过

搭建创业创新平台引进高端人才、留住本土人才,

通过完善市场服务体系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

(二)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打造能源革命排头

兵.要持续推进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

产能,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

供需动态均衡及结构优化,全面提高煤炭安全供给

水平.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发展煤层

气、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积极延伸能源产业

链,完善可再生能源发展布局,形成多轮驱动的能

源供给格局.着力提升能源供给质量和效率,打造

绿色、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切实扭转规模数量型、

粗放低效型的传统能源生产消费模式.不断深化

电力、煤层气等领域的能源体制改革,坚持市场主

导和政府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为建设

现代能源体系提供体制保障.

(三)切实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对外开放新高

地.要以拓展转型升级新空间为目标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打通和拓宽对

外开放通道为目标加快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

设,以推动外贸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积极培育

对外贸易新主体新业态新模式,构建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新高地.进一步深化“六最”营商环境建设,在

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中坚持改革创新与依法

行政相统一,通过加快“放管服效”改革为企业提供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大力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

境,培育造就企业家队伍,充分发挥企业家推动我

省转型发展的引领作用.集中力量引进产业转型

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确保“转型项

目建设年”取得实效.

(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要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

试验区建设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深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转型综改试验区建

设的战略牵引作用.通过推动整合重组、培育新兴

产业、开展资本运作等措施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

构,积极引入中央企业、省外企业、民营企业等参与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公平

的市场环境和更有力的产权保护,激发各类市场主

体活力.进一步加快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做好开

发区立法工作,推动各项改革举措按期全面落实到

位.深化地方金融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完善金融风险监测处置机制,严控政府债务

风险,防止隐性债务盲目扩大,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
—６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２　



(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发

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为重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两山七河”生

态修复工程为重点加大生态系统保护治理力度,以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为重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

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下大力气解

决群众普遍关心的教育问题和养老问题,持续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妥做好化解过剩产能和国企

分离办社会职能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工作,统筹推进

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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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的决议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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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

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８年省本级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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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

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

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提出２０１７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会议的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７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结合起来,大力支持发

展实体经济、国企国资改革、开发区建设创新、培育

经济新动能、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多策破解经济

下行压力,我省经济发展形成了强劲的转型态势.

与此同时,全省财政系统加强收入组织管理,调整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积极

防范财政风险,确保财政预算平稳运行,有力促进

了转型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全省经济发展由“疲”转

“兴”贡献了财政力量.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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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８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送省

人大常委会备案.２０１７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为１５６８６７亿元,与备案预算一致;支出预算由

３５４１７２亿元变动为３９３４５５亿元,主要是中央转

移支付补助增加.

２０１７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８６６８

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９％,增长１９９％.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执行３７５６７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５％,

支出 进 度 比 ２０１６ 年 加 快 ４７ 个 百 分 点,增 长

９６％.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收入质量明显提升.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１９９％(如果剔

除“营改增”政策地方收入分成比例提高部分,同比

增长１５％),增收３１０亿元,一举扭转了过去两年

持续下降的局面.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比重达到７４８％,比２０１６年提高８２个百分点,

收入质量明显提升.二是税收收入贡献突出,非税

收入持续减收.全省税收收入同比增长３４８％,

增收３６１亿元,拉动财政收入增长２３２个百分点.

全省非税收入下降９８％,减收５１亿元,下拉财政

收入增幅３３个百分点.三是市县收入快速增长,

但仍有部分县负增长.全省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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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比增长２０５％,高出省级增幅２个百分点.

１１个市全部增长,１１９个县中有１０９个县增长,１０

个县负增长,负增长的县比２０１６年减少５０个.四

是积极财政政策落实到位,重点支出保障有力.全

省纳入 GDP核算的８项服务业支出２５８２８亿元,

增长１０６％,增支２４８５亿元,有效发挥了积极财

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全省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

３０５８８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８１４％,增长

７８％,增支２２１亿元.

２０１７年全省预算收支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 收 收 入 完 成 １３９７２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２８９％,增长３４８％.其中:增值税完成６２０５５

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９５％,增长７７６％;企业所得税

完成１７４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６％,增长４９５％;个

人所得税完成４７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４４％,增长

３６２％;资 源 税 完 成 ２７２６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８３５％,增长９４３％.

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４６９５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６８％,下降９８％.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１１５８６

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１％,增长２０８％;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完成７８９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５９％,下

降１０３％;罚没收入完成４３２８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２４％,下降１０１％;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收 入 完 成 １７６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７％,下 降

２７３％,主要是两权价款收入较２０１６年减少较多.

山西省２０１７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图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教育支出执行６２１４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７％,

增长２４％;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５０８２亿元,为预

算的９５８％,增长４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

７２１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８％,下降０７％,主要是

广播电视台广告收入减少相应减少支出;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执行６４４４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７％,

增长 １８８％;医 疗 卫 生 与 计 划 生 育 支 出 执 行

３２２５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７％,增长７２％;节能

环保支出执行１２８９３亿元,为预算的８９％,增长

１１６％;农林水支出执行 ４７８１ 亿元,为预算的

９６７％,增长１０７％;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执行

１１９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８５２％,增长３１３％;住房

保障支出执行１３６６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５％,下

降８１％,主要是棚户区改造任务较２０１６年减少

相应减少支出;城乡社区支出执行２８２２８亿元,为

预算的９６２％,增长１０％.

其他项目支出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

３１５８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６％,增长１８６％;公共

安全支出执行２１６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９％,增长

６４％;交通运输支出执行１６４７７亿元,为预算的

９６８％,下降１４７％,主要是高速公路经营收费权

转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所致;资源勘探信息等支

出执行７３２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５％,增长２１％;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执行 ２０２５ 亿元,为预算的

９２８％,增 长 ２７２％;粮 油 物 资 储 备 支 出 执 行

１６７８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３％,下降６１％,主要是

２０１６年支出中含老旧粮食仓库改造以及粮库建设

等一次性支出因素.

山西省２０１７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图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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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省本级预算经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

审查批准后,省政府于２０１７年８月将省本级预算

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为 ４７１８ 亿 元,与 备 案 预 算 一 致;支 出 预 算 由

８３５９１亿元变动为７８２６５亿元,主要是中央转移

支付补助增加３９５６亿元,以及增加市县转移支付

补助相应减少省级支出４４８８６亿元所致.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５９５５

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６２％,增长１８５％;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执行７３７５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２％,支出

进度比２０１６年加快１２３个百分点,增长２６％.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预算收支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 收 收 入 完 成 ４４４０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４６３％,增长４２２％.其中:增值税完成１９５８

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３３％,增长７７５％;企业所得税

完成５９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３％,增长４０６％;个

人所得税完成１４３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９２％,增

长３６２％;资源税完成 １７３３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９６９％,增长９６９％.

非税收入完成１５１４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０％,

下降２０３％.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２８３２亿元,为

预算的６７３％,同口径(下同)下降５４％;行政事

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２１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８％,下

降８２％;罚 没 收 入 完 成 ５８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８８２％,增长３０３％;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收 入 完 成 ９４９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０４％,下

降２８３％.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教育支出执行９５４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９％,同

口径(下同)增长７６％;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１４６５

亿元,为预算的９１８％,增长１０％;文化体育与传

媒支出执行１３６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９％,增长

７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１９９４１亿元,为

预算的９９８％,增长３９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支出执行２００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９％,增长４２％;

节能环保支出执行１３１亿元,为预算的８３１％,

增长２５７％;农林水支出执行１０１５亿元,为预算

的９７１％,增长３５％;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执行

５６３５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７％,增长２３３％;住房

保障支出执行５２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下降

１７％,主要是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减少财政补助资

金相应减少.

其他项目支出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

４８３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６％,增长１１８％;公共

安全支出执行４１９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５％,增长

４％;交 通 运 输 支 出 执 行 ６５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９９％,下降４４８％,主要是转让道路收费权收入

安排的支出减少;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执行２０３９

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４％,增长４１１％;商业服务业

等支出执行２８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５％,下降１４％,

主要是中央补助资金减少;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

７８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７％,增长２１％;债务付

息支 出 执 行 ８５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增 长

２２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执行０４５亿元,为预算

的７１４％,下降２３７％;其他支出执行１４９３亿

元,为预算的３６７％,增长１１８９％.

３中央对我省、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１５１１７亿元,增

长２７％.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０２６４３亿元,

增长１０６％,高于全国平均增幅;专项转移支付

４８５２７亿元,下降１０８％,主要是２０１６年中央补

助我省转移支付中含采煤沉陷区治理资金一次性

因素.

省 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１５３４５７ 亿 元,增 长

１１３％.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９９２５７亿元,增长

１１６％;专项转移支付５４２亿元,增长１０６％.省

对 市 县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占 全 部 转 移 支 付 比 重

为６４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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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７６０１１

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４７％,增长４２１％;预算支出执

行９０９３３亿元,为预算的８５６％,增长４０９％.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７３３７亿

元,为预算的１１０３％,增长７８％;预算支出执行

２０９７３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７％,增长７８％.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 年 全 省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２３３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４％,增长１１２６％;预算

支出 执 行 １０７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２４６％,下 降

４６６％,主要是２０１６年支出中含中央去产能奖补

资金支出一次性因素.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２６９亿

元,为预算的２６９％,增长４８６％;预算支出执行１

亿元,为预算的９０９％,下降９３７％,主要是２０１６

年支出中含中央去产能奖补资金支出一次性因素.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 年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８６９２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５％,增长７０１％;预

算支出执行１７６８５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８％,增长

８０４％.收支增幅较大主要是２０１７年正式启动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５４１１亿

元,为预算的１１３３％,增长３５８％;预算支出执行

４９２２３亿元,为预算的８５％,增长２９２％.

(五)债务情况

２０１７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新增债务规模３４１亿

元,其中发行政府债券３３４４２亿元(省本级留用

８７１２亿元,转贷各市２４７３亿元),主要用于基础

性、公益性项目建设;政府外债举借规模６５８亿

元,实际到位资金３９８亿元,主要用于长治城市交

通可持续发展项目、节水灌溉二期项目和晋中昌源

河湿地公园等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财政部批准我省发行置换债券４４６２

亿元,省本级留用１３０１５亿元,转贷各市３１６０５

亿元,主要用于置换存量政府债务.这些债券资金

对我省加快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建设、防范财政金

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２５７８５６

亿元,比 财 政 部 批 准 的 ２０１７ 年 政 府 债 务 限 额

２７２７８亿元低１４９２４亿元,其中省本级４６８４３

亿元,各市合计２１１０１３亿元.全省政府债务率预

计６０％左右,基本与２０１６年持平,比债务风险警

戒线(１００％)低４０％.

(六)落 实 省 十 二 届 人 大 七 次 会 议 预 算 决 议

情况

认真落实全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有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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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创新完善财政宏观调

控,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努

力提高财政支出规范性和有效性,依法理财、民主

理财、科学理财水平进一步提升.

１、加力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

政府投资导向作用,积极统筹资金保障铁路、交通、

水利等省委、省政府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投资项目

资金需求.稳步推进营改增试点改革,继续暂免征

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全面落实普遍

性降费各项政策措施,取消、停征或降低３项政府

性基金、４８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７项政府定价的

经营服务性收费.大力争取中央支持,财政部下达

我省财力性补助５１０亿元,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７０亿

元,增幅１５９％.成功发行３３４４２亿元地方政府

债券,置换４４６２亿元到期存量债务,降低了利息

负担,缓解了当期偿债压力,腾出更多资金支持转

型发展.

２、倾力支持转型综改和创新驱动.加大对开

发区建设财政支持力度,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开发区

地方税收增量全部用于示范区、开发区建设发展,

下达２０亿元支持转型综改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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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等政府引导基金.继

续完善和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发

展的财税政策,充分运用企业应急周转金、担保保

费补贴、贷款贴息支持等政策机制,鼓励和引导中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和转型升级发展.加快政府引

导基金运作,省级财政分年安排出资１００亿元,支

持设立太行产业投资基金,定向募集社会资金２００

亿元,重点支持山西转型发展、培育新动能重点产

业.大力推广运用PPP模式,筹措设立PPP融资

支持基金,对省级以上示范项目实施财政奖补,共

向社会公布８７个总投资８６６亿元的 PPP示范项

目,涉及市政道路、轨道交通、生态环境治理、片区

综合开发等领域.设立企业技改专项资金１０亿

元,支持实施智能制造示范、技术创新提升、绿色制

造推广等八大技术改造专项工程.设立大数据发

展专项资金,扶持大数据企业健康发展和创新突

破.建立省级科技计划与示范区研发机构及企业

稳定支持机制,省财政每年从年度科技预算资金中

切块１亿元专项支持示范区科技创新.采取信用

担保、贴息补助、资金奖励等方式,鼓励企业走出去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筹措资金１０亿元支持实施

“煤改气”、“煤改电”工程,改善全省大气环境质量.

制定出台１０个方面４０条财政支持政策,着力解决

激励机制不完善、“高精尖缺”人才不足等突出问

题,以“二流财政”打造“一流人才政策”.

３、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和民生改善.安排资金

２４３亿元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山西“农

谷”建设、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建设等新的十

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民

增收.加大财政扶贫投入,深入推进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使用,支持１２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３万确

需同步搬迁人口易地扶贫搬迁.大力支持大水网、

高标准农田等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进采煤沉陷区

综合治理,有序推进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扶持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等试点工作,采取竞争立项方式确

定２０个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县,试点项目村达到

１００个.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一城

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实现教育经费随

学生流动可携带.建立普通高中生均拨款制度.

新增投入３亿元启动实施高校１３３１工程建设.认

真落实我省促进就业创业各项政策措施,为大学毕

业生购买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失业保险

费率由现行的１５％降低至１％.继续提高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全省城乡低保保障标准每人每

月至少提高２０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

助标准每人每年提高３０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标准每人每年提高５元.省政府确定的六件民

生实事资金全部足额落实到位.

４、着力深化和加强财政改革管理.制定了«关

于改革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发展

的意见»和«关于改进预算工作集中财力保基本保

战略的意见»,构建与转型发展和民生改善相适应

的财政体制.积极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

研究完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政策.加大财政

资金统筹力度,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

基金调整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将政府性基金结余超

过收入３０％的部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取消了排

污费、水资源费等以收定支、专款专用规定.加大

结转资金清理力度,凡连续两年未使用完的结转资

金一律收回统筹使用.大力推进预决算公开,首次

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集中发布省级部门预算信息.

在全国率先建立支出进度考核奖惩制度,考核结果

每月向社会媒体公布.编制印发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建立了融资平台公司、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举债融资情况和财政支出责任季报监测机

制.对财政扶贫资金和重大民生项目开展监督检

查和绩效评价,对城乡低保、新能源汽车补贴等专

项资金实施政策绩效评估,切实提升财政资金使用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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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财政运行和财政改革发展呈现出良好

局面,这是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坚强领导的结

果,是省人大和省政协监督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

是全省人民和社会各界关心关爱、充分理解的结

果.

回顾过去的五年,面对一段时期全省经济持续

下行给财政运行带来的彻骨阵痛和严峻挑战,全省

财税系统勇于改革创新,果敢应对挑战,奋力攻坚

克难,按照“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的工

作原则,加强财政调控稳增长促转型,优化支出结

构保基本保战略,推进科学理财提效能增效益,没

有因为财政收入的下降而影响全省转型发展的速

度、放缓民生改善的脚步,财政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财政职能作用得到较好发挥,财政改革发展在克服

困难中取得了新突破、新进展.

———坚持正确的财政政绩观,确保预算持续平

稳运行.在社会各方习惯并期待财政收入持续增

长的压力下,没有做假掺假,“要面子不要里子”,而

是保持定力,着眼可持续,通过据实确定预算收入

目标、大力争取中央支持、连续压减一般性支出、积

极盘活存量资金等手段,多措并举规范收支管理,

稳定预算执行.五年来,中央对我省财力性转移支

付累计增加６９８亿元,年均增加１４０亿元,全省财

政收入最大降幅没有超过１０％,财政收入总量从

２０１２年的１５１６４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８６６８

亿元,实现了没有水份、有质量的增长;财政支出稳

步增长,从２０１２年的２７５９５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７年

的３７５６７亿元,收支矛盾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

———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全省转型发展取得

新成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和落实小微企业税

收优惠政策,清理各类涉企收费、暂停提取煤炭企

业“两金”等,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千亿元以上.坚

定推动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统筹２８亿元妥善安

置分流职工５万人.出台财政支持国企国资改革

九条政策意见,筹资５６亿元用于国企分离办社会

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综合运用政府引导基

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领域.

运用资源重整、资本金注入、基金投放等手段,支持

地方金融机构和融资平台发展运营.在全国率先

建立了省级科技计划管理新体制,形成了集中配置

科技资金、科技资源的格局.省级生态环保投入近

２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２０％以上,重点推进大气污染

防治、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汾河水库环境保护等

污染综合整治.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脱贫攻坚和三农发展

迈出新步伐.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做到只增不减,财

政涉农政策全面向贫困县倾斜.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

年省级扶贫资金年均增长６５７％.推进财政资金

统筹整合使用,将省级所有能用于贫困县的９类

８３项资金纳入整合范围,比中央要求提前一年覆

盖全省５８个贫困县.提高省对深度贫困县财力性

转移支付补助系数,１０个深度贫困县多享受转移

支付５亿元.累计投入资金１２３亿元连续每年出

台十项强农惠农政策,持续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社

会事业发展,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

改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改善

民生达到新水平.在财政收入持续减收的情况下,

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基本民生倾斜,八成以上财政

支出用于民生领域.坚持尽力而为,持续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调整提高企业职工和城乡

居民养老金标准、城乡医保人均筹资标准和低保标

准,建立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帮扶制度,稳步

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收入待遇,增强了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坚持量力而行,坚决不搞超出财政

承受能力、拔苗助长式的民生保障,注重民生政策

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广大群众更好地共享了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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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决不能落后的理念,财税改革管

理取得新突破.紧盯关键环节,坚持问题导向,抓

好顶层设计,有序推进了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改进

预算管理和控制、加强财政预决算公开、加强预算

执行等８方面２４项改革任务.政府收支全部纳入

预算并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形成了政府财力集聚

集约、统筹使用新格局.加大财政支出优化整合力

度,将省级专项转移支付数量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７９项

压减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７９项,今年压减到１００项以内,

财政支出项目多年来只增不减的固化格局开始改

变.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框架和风险防控体系,

开好“合规前门”,严堵违规举债融资“后门”,从源

头上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评价结果成为编制安排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财政监督检查向重大财税政策落实和重大民生项

目资金等领域延伸拓展,保障资金安全、防范财政

风险、维护财经纪律的作用更加凸显.健全地方税

体系,取消了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开展了煤炭资

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还存

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财政收入增长属于

恢复性增长,对煤炭等传统产业依赖较大,持续稳

定增收基础不牢;部分基层财政运行困难,全省仍

有１０个县负增长,吃饭财政特征明显;财政资金结

转结余和支出刚性需求并存,支出进度还不够快;

财政资源和市场要素对接不足,“四两拨千斤”的乘

数效应发挥不充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仍待提升,

加强财政绩效管理十分紧迫,等等.奋力解决存在

的问题就是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新时代呼唤新

作为,我们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工作做得更好.

二、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编制好２０１８年预算,做好各项

财政工作,关系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十分重要.

２０１７年６月,在年度预算编制工作启动伊始,省财

政厅向省人大代表、社会各界及省人大常委会相关

机构汇报了省本级预算编制情况,有关意见建议已

被充分吸收并积极体现落实到了２０１８年预算草

案中.

(一)２０１８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收入预算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与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宏观财政政策相衔接,

充分考虑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影响,做实打足

财政收入;二是支出预算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充分体现“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的要

求,既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安排好各项民生支出不

打折,着力解决好各项突出问题,又着力按照国家

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发展战略和重点领域改

革要求,为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三是

注重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坚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

效益优先,努力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强资金统

筹,强化项目审核,全面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四

是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加强跨年度预算平衡,积极

稳妥化解累积的政府债务风险,有效规范政府举债

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二)２０１８年收支预算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１８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８８亿元,比

２０１７年完成数增长６５％.这是基于全省经济稳

步向好的基本判断,在实事求是、科学分析、通盘考

虑的基础上确定的.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考虑今

年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

关键时期.全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

济增长新动能不断集聚,经济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

进一步增强;全省经济由“疲”转“兴”的态势持续向

纵深发展,工业品价格水平回升并继续保持稳定,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企业效益逐步改善,相应带动

财政收入增长;２０１７年全省财政收入基数抬高,且

受前两年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效应加速释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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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趋于平衡等因素影响,煤炭价格在去年快速上

涨后基本趋稳,加之国家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

均不同程度影响收入增长.

山西省２０１８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情况图

２０１８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３５４８０４亿

元,比２０１７年向省人大常委会备案预算同口径增

长１３６％(系剔除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数

后的同口径比较,下同).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３１０９９亿元,增长１０５％;公共

安全 支 出 １８６３８ 亿 元,增 长 ９６％;教 育 支 出

６９９０８亿元,增长１８４％;科学技术支出４８８９亿

元,增长１６５％;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６３８５亿

元,增长１７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６２６９７亿

元,增长１７９％;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３３４２３

亿元,增长１８８％;节能环保支出８２８４亿元,增

长１５３％;城乡社区支出１６９８亿元,增长６４％;

农林水支出３８０９１亿元,增长１９１％;交通运输

支出１４５１２亿元,增长３３％;国土海洋气象等支

出６２２３亿元,增长３９％;住房保障支出８３０２

亿元,增长８３％;预备费３６６亿元,增长９３％;

其他支出１９４５亿元,增长３２％.

山西省２０１８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图

　　上述全省预算草案为省代编预算,待各市县人

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省财政将汇总各级预算,加上

上年结转支出,一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４０亿元,

增长７５％.其中:税收收入４７５５１亿元,增长

７１％;非税收入１６４４９亿元,增长８６％,主要是

２０１８年收入中有部分一次性收入.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８６１８３亿元,同口

径(下同)增长１０５％.资金来源为: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６４０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

收入１４２６９１亿元、调入资金１０６２亿元,减去上

解中央和补助市县等支出１３１１２８亿元.

省本级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４６６１亿元,增长１０４％;公共安全支出

７５９亿元,增长３７６％;教育支出９２７４亿元,增

长 １１９％;科 学 技 术 支 出 １９０７ 亿 元,增 长

４３９％;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２７１ 亿元,增长

４８％;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８４７６ 亿元,增长

２２３％;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２３１１亿元,增

长 １７３％;节 能 环 保 支 出 １４７７ 亿 元,增 长

３４４％;农林水支出１０７９７亿元,增长１４８％;国

土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０７９亿元,下降３４％,主要是

采矿权风险抵押化解补助资金一次性支出不再安

排;住房保障支出６１５亿元,增长９８６％,主要是

城市棚户区改造资金由政府债券资金转为公共预

算安排;预备费１５亿元.

２０１８年省级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４３亿元,扣除市县法检院上划等因素后,较２０１７

年预 算 (同 口 径,下 同)减 少 ００１ 亿 元,下 降

０３％.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０３６亿元,增加

００２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７６亿元,减少００８亿

元;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３２亿元,增加０１５亿元;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２８６亿元,减少０１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１８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５３５４９亿

元,比２０１７年完成数下降２９６％,主要是从２０１８

年起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转由交控集团收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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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改变不再纳入预算管理;预算支出５３３１４亿

元,下降２８％.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６２６１亿元,加上

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及调入资金等９９９亿

元,收入总计７２６亿元.主要安排项目为: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２９０３亿元,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６亿元,彩票公益金１２８３亿元,车辆通行费

８亿元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政府性基金

支出总计７２６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６１３５亿元,

补助市县支出１１２５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１８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１３２亿

元,下降５１５％,主要是２０１７年收入中含有买断

经营权收入等一次性收入因素;预算支出１２２４亿

元,下降４５８％,主要是收入减少相应安排的支出

减少.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５亿元,加上

中央补助２９２亿元,收入总计５４２亿元;省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５４２亿元,其中省本级

预算支出１７５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资金０７５亿元,补助市县支出２９２

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１８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４２６６２

亿元,预算支出１５１５５５亿元,缺口８８９３亿元由

历年结余解决.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４２０６１亿元,

预算支出５４３０８亿元,缺口１２２４７亿元由历年结

余解决.

以上预算安排的具体情况详见«２０１７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

三、完成２０１８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将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的总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

相结合为主线,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减轻企业负担;围绕建设“示范区”“新高

地”“排头兵”,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

基本保战略;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绩

效管理;全力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推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为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具体来讲,就是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在加强

组织收入的同时,把用好管好财政资金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着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有力有序做

好各项财政工作.

第一,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当

前,全省政府债务总体可控,但部分市县债务尤其

是隐性债务增加较快,风险不容忽视.要严格政府

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摸清隐性债务底数,严

格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积极推进高校、交通领

域债务置换和剥离,充分利用PPP政策转化政府

存量债务,将非政府债券形式的政府存量债务全部

置换为政府债券.严格依法厘清政府债务和融资

平台公司等企业债务边界,明晰责任,坚决制止违

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各市县要对本地债务负责,

“谁的孩子谁抱走”,层层压实责任.严禁以政府投

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名

义变相举债,坚决不允许以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

目、铺新摊子,违规举债的要倒查责任,终身问责.

第二,全力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当其冲的重

大阶段性任务.继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加大

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度.根据脱贫攻坚实际需要,

尽可能将纳入整合范围的各类资金“大类间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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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类别使用”,进行实质整合.支持做好易地扶贫

搬迁和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加大产业、教育、健

康扶贫支持力度,落实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

障帮扶制度,推动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

接,同步改善贫困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第三,全力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把打造

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财政支持的重要方向,着力

解决我省突出环境问题.支持大气污染防治,推进

清洁生产达标排放,继续给予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补助,安排冬季取暖省级专项奖补资金支持

实施“煤改电”“煤改气”.加快水污染防治,积极推

进“五水同治”,支持城镇污水处理重点项目建设.

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修

复治理.加强生态修复,支持“两山七河”生态治

理,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加

大省对县级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研究建立多元化、

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在此基础上,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扎实做

好以下五方面重点工作.

(一)支持转型综改,推动经济稳步向好

全力抓好国发４２号文件任务落实.要提高标

准,加大力度,在挖掘政策含金量、推动政策落实上

下功夫,争取更多的中央政策资金支持我省转型发

展.重点加强国企国资改革、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工程试点、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管理等方面的对接争取工作,积极争取将我省

矛盾突出、财政困难的采煤沉陷区和主导产业衰退

严重的城市纳入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范围,充分

释放政策红利.

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认真落实国家增值税

率并档、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继续清理规

范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将

一些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由原来面向社会收

费改由财政保障.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

补”,用好中央专项奖补资金,继续支持做好煤炭钢

铁行业去产能和职工分流安置工作.用好财政专

项资 金 和 其 他 相 关 资 金,支 持 实 施 «中 国 制 造

２０２５»山西行动纲要,推动我省制造业优化升级.

加快太行产业投资基金实体化运作,引导社会资金

投向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设立现代

服务业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推动传统服务业转型升

级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安排专项资金对三大

板块干线旅游公路建设给予补助.设立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用于旅游奖励专项补助、三大板块规划和

宣传推广.充分利用财政资金引导金融机构服务

实体经济,提高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在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实施一批 PPP示范项

目,规范PPP项目管理,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支持开发区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大转型

综改示范区、开发区建设投入力度,继续落实对开

发区和转型综改区财政奖励政策,将现行普惠制的

县级增收奖励调整为县级新兴产业、第三产业产生

的税收收入增量省级分成部分全部用于支持县级

新兴产业发展,调动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积

极性.

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对省属国有企业通过“腾

笼换鸟”置换资金,除按规定３０％转为一般公共预

算外,其余全部用于省属国有企业产业转型、培育

新动能、发展新产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今年重

点推进省属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维修改

造,妥善解决厂办大集体改革等历史遗留问题.强

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和金融企业财务管理,加强地

方金融类企业监管,支持地方金融企业做大做强.

(二)支持创新驱动,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加大科技投入.省级科技投入支出占比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重点支持转型综改示范区科技创

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能源革命关键技术科技重大

专项、引进科技人才和引导鼓励市县加大科技投

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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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技创新.在去年投入１０亿元专项资金

的基础上,今年省级企业技改引导资金增加到２０

亿元,重点实施智能制造示范、技术创新提升、绿色

制造推广等八个专项工程.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基金(资金),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就地

转化,引导市县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鼓励企业

创建产学研中试联盟,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落实好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项目经费管理

自主权、实行股权期权激励等改革举措,继续完善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的分配政策,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

造性.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实创业创新等税

收优惠政策,引导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

小微企业壮大规模,支持开展小微企业双创基地示

范.发挥政府采购政策作用,加大对科技创新、节

能环保和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落实好人才支持政策.学习借鉴先进省份人

才政策最新动态,不断推进完善我省财政支持政

策.研究制定支持优秀人才返乡下乡实施产业扶

贫带动贫困村发展的意见和我省高端人才引进后

的收入待遇优惠政策,加大力度支持引进高精尖缺

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政府购买人才公共服务

等,确保我省人才工作财政支持政策落实到位.

(三)支持乡村振兴,推动脱贫攻坚和三农发展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继

续出台新的强农惠农政策,支持实施有机旱作农

业、“小杂粮王国”振兴、城郊农业现代化建设等.

大力支持发展绿色农业、特色农业和品牌农业,推

动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

高补贴政策精准性,发展壮大农业新产业新业态.

加快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推进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继续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扶

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扩大美丽乡村建设试

点范围,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加强农

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

务供给.

(四)保障改善民生,补齐民生事业短板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

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积极稳妥推进民生领域改

革.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继续巩固落实城乡统一、

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统筹推进县域内

城乡教育一体化,努力实现教育资源优质均衡配

置.支持实施“１３３１”工程及推进“双一流”建设.

完善生均拨款制度,推进高等教育本科专业优化调

整,支持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和中职骨干示范校改革

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

兴办教育.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统筹安排就业

专项资金,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

失业人员、“４０５０”人员、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

业.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将财政负

担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由每人每月８０元提高到１０３元.合理增加干部职

工收入.继续调整城乡低保标准和优抚补助标准,

足额安排困难群众各类救助资金,加强对特困人

员、残疾人等群体的兜底保障.保障“健康山西”建

设.支持实施兴医工程,推动全省优质医疗资源发

展壮大.城乡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提高４０元,

达到４９０元,相应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提高５元,达到５５元.

足额安排资金确保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助政

策落实到位.

(五)深化财政改革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绩效

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合理确定省与市县水

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收入分成比例,确保我省税制

改革顺利实施.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合理制定我省

相应领域的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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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各级财政事权,合理制定保障标准,规范支出

责任分担方式,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在襄垣县、原

平市、介休市、侯马市、孝义市、永济市６个县(市)

开展体制型省直管县试点,试点县(市)财政收入除

上划中央和省级外全部留归县级,进一步促进县域

经济转型发展.

实化细化财政预算.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将

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全部列入预算,增加

可统筹使用的财力.完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定

额标准体系建设.做实部门预算项目库,严格项目

立项程序,发挥项目库对预算项目的规范作用.在

农口部门试行“大专项＋任务清单”制度.实施更

严格的存量资金清理措施,省本级资金除科研项目

及已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的项目外,年底原则上收回

省财政.改革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方式,将财政投入

与省级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数量、绩效考核挂

钩,建立起“多劳质优者多得、少劳质低者少得”的

财政补助资金新机制.坚持过“紧日子”,严控行政

事业运行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不得规定某项支出同

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不得规定财政投入

增长比例,不得规定按人均经费标准安排项目

支出.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切实加大预算绩效

管理推进力度,逐步将绩效管理覆盖四本预算,并

深入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扩大绩效

评价范围,制定完善重大项目支出绩效考核评价等

制度,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

钩机制,强化绩效责任硬约束,削减低效无效资金.

进一步完善预算执行进度考核奖惩机制,实施预算

执行进度通报制度和监督检查机制.

强化会计管理和财政监督.研究制定新形势

下加强会计管理工作的意见,加大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人员培训力度,指导国有企业加强会计人员培

训.有序推进财政监督业务转型,有针对性的开展

专项资金和支出政策检查评估.加快推进内控制

度建设向基层拓展,构建覆盖到乡镇的完整的财政

内控体系.

各位代表,２０１８年财政改革发展任务依然繁

重.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自觉

接受省人大、省政协的监督指导,锐意进取,埋头苦

干,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为实现２０１８年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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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７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

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草案.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省人大常委

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预算报告

和预算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根据各代表团的审查

意见,又作了进一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

如下.

一、关于２０１７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省人民政府报告的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情

况,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８６６８亿元,为预

算的１１９％,增长１９９％;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执行３７５６７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５％,增长９６％.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５９５５亿元,为预算

的１２６２％,增长１８５％;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执 行 ７３７５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４２％,增

长２６％.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我省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

总体情况良好.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省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的方

针政策,按照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提出的各项要

求,贯彻实施预算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

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

主线,依法加强收入征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

政在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

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持续

稳定增收仍面临较大压力,收支矛盾依然突出;预

算执行不够规范,一些领域仍然存在资金沉淀;预

算编制尚有不够科学之处,项目评审和绩效管理工

作力度有待加强;财政资源和市场要素对接不足,

乘数效应没有充分予以发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应当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关于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根据省人民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草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８８亿元,比

２０１７年完成数增长６５％;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安排３５４８０４亿元,比２０１７年向省人大常委会备

案预算同口径增长１３６％.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６４０亿元,增长７５％;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安排８６１８３亿元,同口径增长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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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提出的预算

报告和２０１８年预算草案,符合中央和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继续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预算安

排除了保障基本民生支出外,还体现了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要

求.预算草案符合预算法规定,总体可行.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

西省２０１７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

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８年省

本级预算草案.

三、关于完成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的

建议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对进一步

做好财政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财政经济委

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严格预算执行,规范预算管理.坚持先预

算后支出,严控预算调整事项;采取更加有效措施

解决部门预算执行进度慢的问题,减少结转结余资

金;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控制代编预算规

模;拓展细化预算报告内容,使预算收支与政策结

合更加紧密;提高省对下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

减少预算执行中上下划转情况;深入实施中期财政

规划管理,积极推进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试编工

作;预算编制应当更好地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

的意见建议,积极回应各方关切;高度重视运用信

息技术改进预算管理,积极适应预算联网监督的

要求.

(二)继续深化改革,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全面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支持国企国资改革和民营

经济全面加速转型,切实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在全面推进经济发展、

有效培育税源上下功夫;完善基本支出定员定额管

理,加大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支出标

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制

度,保障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有序推进;改进基金预

算管理,严控新设政府性基金,明确政府投资基金

功能定位,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三)坚持目标导向,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切实

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

的全过程,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

理;加强绩效目标执行动态监控,逐步提高项目预

算评审覆盖率;建立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将评

价结果作为调整支出结构、完善财政政策和科学安

排预算的重要依据;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预算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和预算绩效信息化管理体系,积极引

入和培育发展第三方绩效评价机构;加大对财政政

策评价、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的推进力度,建立“花钱

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政府投资和财政管理机制.

(四)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财政金

融风险.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

底线,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或变通办法突破债务限

额;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要全面清理整改,坚

决查处,不留死角,问责到人;加快推进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推进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管理,着力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

债券品种,保障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融资需求;落实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规范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

服务等活动,妥善处置隐性债务,坚决遏制隐性债

务增量;建立跨部门联合监测和防控机制,落实“谁

负债、谁偿债”的责任追究制度,倒查责任,终身

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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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

主任胡苏平所作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工作建

议及２０１８年工作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要在省委坚强

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十一届省委历次全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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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绕推动形成“政治生态持久的风清气正,转型发展

持久的强劲态势”,奋力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

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构建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认真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扎

实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各项工作,切

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人大工作水平,为谱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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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胡苏平

各位代表:

受骆惠宁主任委托,我代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

过去的五年,是极不平常的五年.五年来,特

别是２０１４年９月,党中央对省委领导班子进行改

组式的重大调整以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按照省委“一个指引、

两手硬”思路和要求,坚定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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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在

全省实现政治生态由“乱”转“治”、发展由“疲”转

“兴”的历史进程中,奋力开创了全省人大工作新

局面.

一、坚持党的领导、依法履职有机统一,不断增

强维护核心见诸行动的政治自觉

常委会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坚决

维护习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作为依法履职、开展工作的根本政治保

证,把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持续加强理论武装,不断强化“四个意识”.五

年来,常委会党组中心组学习８７次,举办专题讲座

２２次,深入学习党中央对山西工作的指示要求和

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在优化政治生态、实现振兴

崛起进程中强化责任担当,积极履职尽责.按照省

委“九个深刻把握”要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引领方向、指导实践,深刻

领会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要

求,准确把握新征程中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的正确方向,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坚持立法引领、改革创新有机统一,扎实推

进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的法治实践

常委会积极主动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中亟需立

法规范的重大问题,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

７４件(次),审查批准１１个市的地方性法规９８件,

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２１０件,保障和促进了全省各

项事业健康发展.牢牢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积

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增强立

法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修订地方立法条例,

出台各级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完

善立法公开、立法论证、立法听证、立法评估等工作

制度,使立法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健全与政协委员

沟通机制,建立立法研究咨询基地,确定１０个基层

立法联系点,坚持所有法规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

见,使立法决策更接地气;成立立法咨询专家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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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家学者为立法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加强立法评

估和表决前评估工作,努力使每一件法规都经得起

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三、坚持服务大局、精准发力有机统一,积极探

索监督与支持并重的有效路径

常委会从全省工作大局出发,突出监督重点,

拓宽监督渠道,听取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８６个,检查２６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

问,进行满意度测评,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监

督与支持并重.２０１６年,在全国率先出台各级人

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办法,保证专题询问公开透明、

注重实效.专题询问脱贫攻坚工作时,分管副省长

带领８个部门负责人回答询问,邀请１２个贫困县

的农民旁听,增强了询问的务实性,提高了扶贫政

策落实的精准度.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意度测

评时,在综合测评基础上,增设４个单独测评项目,

测评结果更加客观全面,相关部门整改更有针对

性.把全口径预决算审查作为监督重点,从２０１６

年起,每年召开政府下年度预算编制座谈会,充分

听取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２０１７年建

成省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初步实现了省人大常委

会与财政厅数据库和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联网查

询,两年内将形成全省横向联通、纵向贯通的监督

网络,使监督更具时效性、精准性.

四、坚持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有机统一,坚定迈

出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有力步伐

常委会认真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实质性

决议决定２５项,把省委重大决策及时转化为全省

人民的共同意志.根据中央关于“健全人大讨论决

定重大事项制度”的要求,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明

确各类重大事项范围及决定程序,提高了行使重大

事项决定权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贯彻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要求,及时作出加强和改进

人大监督工作的决定,建立健全“有权必有责、用权

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的权力运行制约

和监督体系.围绕省委“山西改革决不能落后、要

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的重大部署,作出关于山西转

型综改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赋予综改示范

区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限,保障综改示范区打造集

聚先进生产要素的政策洼地和发展高地,推动转型

综改在更高起点上健康快速发展.

五、坚持党管干部、依法任免有机统一,合力营

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发展环境

常委会突出政治标准,严格法律程序,依法任

免、决定任免和批准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８６２人

(次).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要求,加开２次省人代

会、４次常委会,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

补选任务,通过４名副省长的决定任命.２０１６年,

圆满完成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工作,县级人大常

委会增加组成人员１１０４名,优化了代表结构,加强

了基层政权建设,进一步激发了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的热情.２０１７年,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全国

率先选举、任命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确

保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依法有序推进,为探索建

立科学依法长效反腐败机制提供有力保障.

五年来,人大常委会围绕省委重大决策,认真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开拓进取、积极作为,召

开省人代会会议７次、常委会会议４３次、主任会议

９６次,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促进全省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

贡献!

五年工作的重要体会

过去的五年,也是人大工作很不平常的五年.

中央对省委班子作出重大调整后,省委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履

职.仅２０１６年下半年以来,省委就１３次研究人大

工作,使人大工作方向更加明确、重点更加突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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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加有力,履职尽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

到进一步激发.回顾五年履职历程,总结五年生动

实践,我们深切体会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必须始终做到与党

委同心、与政府同力、与大局同步、与法律同向、与

人民同声!

一、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党的领导

贯穿于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是人大工作的根本

保证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前提条件,也

是做好人大工作,发挥国家权力机关职能作用的根

本保证.我们始终把自觉坚持和坚决依靠党的领

导摆在首要位置,坚决维护习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依法履职尽责.

接受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更加主动.常委会

充分发挥党组领导作用,健全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制

度,作出重要决定、召开重要会议、开展重要活动,

及时向省委请示报告.第一时间传达贯彻中央精

神、省委重要会议精神和主要领导指示精神,制定

落实文件２５件,出台具体举措１３０余项,使人大各

方面工作更好地体现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始终在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

紧跟省委重大部署依法履职更加自觉.坚持

省委关注什么,人大就在那里凝神聚焦发力.五年

来,围绕创新驱动、生态建设、反腐倡廉等领域重大

改革决策,及时作出立法决策,加快立法节奏,一批

与形势任务相匹配的重要法规适时出台;五年来,

不断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综改、绿色发

展等重点工作的监督保障力度,促进省委决策部署

落地生根;五年来,坚持把省委阶段性工作部署作

为导向,围绕制定“十三五”规划、民生领域改革、法

治环境建设等重要内容,多次由常委会领导领题调

研、组织五级人大代表联动调研,为省委科学决策、

人大依法履职、“一府两院”改进工作提供了重要

参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更加坚定.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依托人大工作与理论研究

会、常委会智库,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形成了

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紧紧围绕常委会工作重点,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人民代表报»«山西人大»和山

西人大网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荣获中国人大新闻奖

２３件.组织开展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３５周

年系列活动,激励广大代表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不

渝坚持人大制度,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代表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

征和最大优势,是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

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必须坚

定不移地全面贯彻,必须持续不断地加强和完善!

二、紧紧围绕深化改革促进转型主线,全力推

进省委重大决策落地见效是人大工作的职责所在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支

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

工作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始终围绕省

委中心工作依法履职,统筹安排立法、监督、决定等

各项工作,积极推动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围

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听取审议年度计划执

行、预算执行、审计及查出问题整改、“十二五”规划

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发

区改革创新、民营企业发展等报告,督促政府全面

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优化投资结构和发展环

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围绕“加快把文化旅

游业培育成为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修订旅游条

例,进行执法检查,加强跟踪监督,推动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促进旅游产业不断升级壮大.围绕“把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听取审议科技创

新工作情况报告,制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推动政

府充分发挥科技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的支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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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作用.

坚持法治山西实践,着力推动民主法治建设.

积极推进民主法治领域重点改革,出台«法规审查

工作办法»«完善人大预决算和审计监督工作机制

的意见»«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省人

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等文件,圆满完成省委

交办任务.制定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办

法,增强司法机关的法治意识和公正执法意识.听

取审议省法院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报告、量刑规范化

工作报告、案件受理改革工作报告,省检察院反贪

污贿赂工作报告、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报告、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报告,督促“两院”深入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听取审议“六五”普法决议执行情

况报告,作出«关于在全省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

传教育的决议»,强调落实法治宣传教育责任,弘扬

法治精神,树立法治权威,提高法治山西建设水平.

坚持文化强省战略,着力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围绕“不断丰富优质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听取审

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报告,促进加快构建

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围

绕发挥山西独特深厚的文化优势,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调研,促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围绕提升山西文化软实力,听

取审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制

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有力推动了文

化强省建设.

坚持聚焦深度贫困,着力推动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常委会心系贫困地区群众,坚决贯彻省委

“打不赢脱贫攻坚战,就对不起这块红色土地”的要

求,持续推动决战脱贫攻坚.听取审议“三农”工作

情况报告,重点督办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代表

建议,促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听取审议脱贫攻坚、土地管理、农机工作等专项报

告,就“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和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进行专题视察,促进加快改变深度贫困地区面

貌.２０１７年,常委会贯彻省委要求,制定«山西省

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促进形成“政府主导、群众主

体、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扶贫开发格局,以法治

方式推进脱贫攻坚.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推动美丽山西建

设.紧紧围绕我省污染防治重点,听取审议年度环

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组织开展和

配合全国人大开展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

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执法检查,

促进铁腕治污.制定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

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

护条例、森林公园条例,就植树造林工作开展满意

度测评,推动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城乡生活

品质.２０１６年,全面修订环境保护条例,建立专项

督察、网格化监管等制度,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

高人民群众福祉提供保障.２０１７年,作出«关于大

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

定»,促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形成绿色生产和生

活方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连续２４年开展“三晋环保行”活动,督促解决一

批突出环境问题,努力让山西的山更青、水更绿、天

更蓝、空气更新鲜!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人大工作的本质

要求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利益是我们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

意、答应不答应是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常委

会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努力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发挥重要作用.

着眼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积极促进人民生活质

量提高.听取审议促进就业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

询问,督促政府引导鼓励灵活就业,完善重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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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扶持措施,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制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修改职工劳动权益保

障条例、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在全国率先出台女

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并开展执法检查,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保障职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着眼改善民生重点难点,积极促进公共服务更

好惠及千家万户.听取审议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情

况报告,就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开展满意度测评,检查民办教育促进法律法规实施

情况,推动教育事业均衡健康发展.修订人口和计

划生育条例,听取审议新农合工作报告,督促加强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推进健康山西建设.听取

审议住房公积金管理使用情况报告,出台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

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着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积极促进社会治理体

制创新.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执行情况,促

进构建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深化平安山西建设.

听取审议行政复议法实施报告,督促政府健全行政

复议监督及案件纠错机制,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听

取审议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报告,促进公

安机关面向基层、重心下沉,立警为公、执法为民.

修订法律援助条例,强化政府责任,降低援助门槛,

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开展信访条例执法检查,

制定涉法涉诉信访事项集中对口转交办法,受理群

众来信来访３７７５４件(次)４９３８９人(次),努力使解

决信访问题的过程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

众工作的过程.

着眼构建平安和谐社会,积极促进公共安全保

障能力提升.制定国防动员法实施办法,修订人民

防空工程建设条例,检查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情

况,促进提升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质量,落实

保密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两次修改安

全生产条例,制定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条例,检查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听取审议建筑工程

质量和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情况报告并开展满意度

测评,促进提高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治理能力.

修订动物防疫条例,制定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

点管理条例,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实施情

况,听取审议保障饮用水安全工作报告,开展食品

安全工作专题询问,推动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

风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

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人大工作必须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人民为根本,以谋求人民福

祉、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人大常委会的不懈追求!

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切实保障代

表依法履行职责是人大工作的活力之源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

会的主体,是常委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

倾听人民呼声、汇集群众智慧的重要渠道.代表工

作是保持人大生机活力的源泉.常委会始终把发

挥代表作用作为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内容,把强化服务代表意识、提升代表工作效能

贯穿依法履职全过程.

完善代表工作机制,促进代表与常委会履职衔

接.出台“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完善代表与人民

群众的联系”“常委会组成人员分工联系代表”等制

度,构建起常委会统一负责、代表联络部门综合协

调、各机构与代表密切联系、选举单位发挥基础作

用的代表工作机制新格局.五年来,常委会组成人

员分工联系基层省人大代表１６４４人(次),常委会

领导班子成员联系２２２人(次).邀请全国人大代

表、省人大代表４５５人(次)列席常委会会议,５００

余人(次)参加常委会及各机构的检查、调研、视察、

论证.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把全体省

人大代表分为３２个小组,围绕常委会议题和全省

大局,开展视察调研,发挥专业优势,提出建设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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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建议.

健全保障激励措施,提升代表履职能力和水

平.在对省人大代表普遍进行初任培训的基础上,

组织省人大代表６５４人(次)、全国人大代表１２３人

(次)进行履职专题培训,对代表小组召集人进行专

门培训,组织全国人大代表１５３人(次)参加全国人

大专题学习班.２０１６年,组织８８万名市县乡三

级代表,开展人大制度及相关法律知识竞赛,在全

国首次利用卫视媒体进行直播,深入宣传了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有效提高了代表履职能力.出台无固

定工资收入省人大代表履职补贴意见,为代表依法

履职提供保障.建立代表选举和代表职务变动报

告制度、代表履职档案登记制度,委托各选举单位

组织代表述职、择优推荐,对省人大代表履职情况

进行通报,宣扬先进、激励后进.

加大跟踪督办力度,增强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实

效.历次省人代会上的９４件议案、４４０４件建议全

部办结,常委会副主任牵头督办８４件建议,代表总

体满意.在坚持专题视察、面对面答复等有效措施

基础上,近两年办理方式有了更大创新改进.开通

网上办理系统,交办承办、进度查询、反馈评价全部

公开,“一府两院”与代表沟通更加通畅便捷;开展

履职优秀代表、优秀代表议案建议、承办建议先进

单位评选表彰活动,激励代表提好议案建议、承办

单位办好议案建议;深入推进重点督办,２０１７年,

省政府首次召开副省长领办建议督办会,有效推动

具体问题解决.全国人代会期间,我省代表团提出

１５件议案、１００６件建议,深化煤层气管理体制改

革、支持山西深化采煤沉陷区治理等建议被全国人

大常委会列为重点办理建议.

五年来,省十二届人大代表牢记职责使命、忠

诚履职担当,在各种风浪和考验面前,初心不改、信

念不变,在我省极不平常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了崭

新的人大篇章,展现了绚丽的代表风采,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成果,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里,

我代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向各位代表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五、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激发内生动力是

人大常委会有效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人大工作重心在基层,

关键在基础.只有不断加强常委会机关制度、组

织、作风、队伍建设,只有进一步密切各级人大的交

流联系,才能使人大工作紧跟时代步伐、更具时代

特色.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激发机关干部

和各级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为依法履

职提供有力保障.

立足长效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常委会党组、机

关党组运行机制,修订机关工作制度９８项,基本形

成体现国家权力机关特点,涵盖机关运行各个方面

的制度体系.狠抓已有制度执行,不断巩固靠制度

办文、办会、办事,靠制度管人、管事、管物的良好局

面.出台进一步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实施

新闻发布等六项制度规定,促进工作运行公开透

明,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夯基固本加强基层建设.多次组织召开省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省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联

席会,形成联动机制,提升整体效能.召开全省人

大机关信息化建设推进会,帮助８０个县级人大建

成电子表决系统,提升了工作效率和科学化水平.

２０１７年,按照省委以改革精神破解基层人大工作

和建设难题的要求,常委会各位副主任带队,深入

基层调研,推动出台«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机构

建设的若干规定»,使长期困扰基层的县级人大“一

人一委”、乡镇人大“单枪匹马”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有力增强了基层人大队伍建设.

驰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坚决扛起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制定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党组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和责任清单,出台

机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细则,高标准完成

省委专项巡视及整改任务,强化“一岗双责”.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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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一线锤炼干部作风,组织召开机关定点

扶贫工作推进会,建立“四位一体”扶贫工作模式,

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群众观点和严实作风不断

加强.

从严从实加强队伍建设.坚持用新时期好干

部标准培养选拔使用干部,机关干部干事创业的热

情进一步激发.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成立机关

团委和联合工会,建成青年之家、妇女之家、职工之

家,连续举办五届职工运动会,机关运行呈现出规

范有序、务实高效、充满活力的良好局面.依托名

校开展选学培训,组织全省人大系统业务培训６２

次,培训各级人大干部５５００余人(次).建立市、县

人大主任培训制度,共培训近７００人(次),基本实

现全覆盖.省人大机关连续１１年被评为“省直文

明标兵单位”,连续７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

２０１７年通过“省级文明单位标兵”检查验收.

各位代表!

过去五年成绩的取得,是在省委坚强领导下,

广大省人大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省人大常委会

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各机构工作人员辛勤工

作的结果,是省政府、省监察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积极配合和我省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各市、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省人民

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热情帮助的结果.在此,我

代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

人大工作的同志和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常委会的工作还

有许多不足,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

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对全省

转型综改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跟进还不够及时;

监督工作针对性、实效性还不够强,督促整改的力

度还不够大;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系群众的渠

道还需进一步拓展,代表的履职能力还需不断提

升,议案建议办理工作还需进一步改进;常委会自

身建设仍存在薄弱环节,人大机关作风建设还有待

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和不足,需要不断深入研

究、认真加以解决,更好地提高人大工作水平.

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

党的十九大绘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蓝图,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嘹亮号角.新时代

召唤新使命,新征程要有新作为.本次大会即将选

举产生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承载着全省人民的

期望,肩负着新时代的重任.新一届人大常委会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十一届省委历次全会和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一个指引、两手硬”思路

和要求,紧紧围绕省委决策部署,更好地发挥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为谱写新时代山西发展

新篇章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按

照这一总体要求,建议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立法工作要在提高质量、体现特色上有新

作为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质量是立法之生命.要坚持

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确定的立法

工作目标任务,立法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及时向

省委请示报告.坚持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加强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立

法,突出地方特色,注重有效管用.坚持立改废释并

重,完善法规起草、论证、协调、审议、表决机制,增强

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做好立法培

训工作,推动各市人大常委会提高立法能力.

二、监督工作要在聚焦问题、增强实效上有新

突破

人大监督是代表人民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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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监督.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促进“一府

一委两院”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公正司法.紧紧围

绕全省工作大局,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对法律法规

实施情况的监督,加强对带有全局性和倾向性问题

的监督,不断改进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听取审议专

项报告和满意度测评等监督方式,跟踪问效,一抓

到底,使监督工作更富于针对性、实效性和权威性.

三、代表工作要在强化培训、增强活力上有新

成效

人大代表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发挥着日益重

要、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不断扩大代表参与常委会

工作的途径,做好邀请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议,参加

执法检查、调研等活动的组织保障工作,落实代表活

动经费和履职补助.加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省

人大代表的培训工作,注重培训的系统性、针对性.

完善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机制,拓展重点督办范围,

推进办理情况向社会公开,努力提高办理实效.

四、重大事项决定要在科学精准、广集民智上

有新探索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是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

也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具体体现.要坚持

党的领导和人大依法决定相统一,紧紧围绕全省改

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

问题,有计划地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依法作出决

议决定.推进实施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的规定,探索形成汇集民意、调查研究、专题

论证、沟通协调等工作环节和方法,努力使决定更

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利于操作实施.

五、自身建设要在提升素质、增强本领上有新

举措

认真贯彻十九大提出的“既要政治过硬,也要

本领高强”要求,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工作

水平.深入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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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基建设”为抓手,打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干部队伍.认真落实加强县乡人大工作机

构建设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加强对县乡人大的指

导、联系,充分发挥全省各级人大整体效能.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省十三届人大的履新之

年.按照中央部署,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常委会要

重点围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

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新高地”三大目标和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及民

主法治、发展环境、区域协同、民生改善、乡村振兴、

生态建设等重大目标任务,深入调研论证,安排立

法事项,开展执法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时代的

使命艰巨而光荣,人民的期待殷切而厚重.让我们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励精图治、砥砺奋进,走好新征程,创造新业绩,

以新的精神风貌和奋斗姿态推动全省人大工作迈

上新台阶,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山西篇章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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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邱水平所作的«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高

级人民法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２０１８

年工作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要在省委坚强领导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十一次党代会和十一届

省委历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主动服务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推动形成“政治生态

持久的风清气正,转型发展持久的强劲态势”,奋力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全

国能源革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

地”,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产权司法

保护为切入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

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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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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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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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的正确领导

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面对审判

执行任务越来越繁重的形势,攻坚克难,改革创新,

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山西实现振

兴崛起、塑造美好形象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五年来,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１５６３９万件,审

执结 １５３４２ 万 件,与 上 个 五 年 相 比 分 别 增 加

６８７９％和６８４７％.其中,省高院受理各类案件

２７１２４件,办 结 ２６４１８ 件,同 比 增 加 ６８９８％ 和

８２０２％.２０１７年,全省法院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省委提出的法院工作“上水平、创一流”要求,抓党

建、带队伍、促审判,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工作主线,奋发有为、拼搏进取,在法官减少２９３３

名、案件新增４０３４９件的情况下,清旧案、结新案、

办 难 案,人 均 结 案 达 １３０６４ 件,同 比 上 升

１０３６８％,审理周期减少５２７天,全年受理各类案

件４３１０５４件,审执结４０３８０２件,结案率全国排名

取得历史性突破,提升２３个位次,跃居全国法院第

３;执结案件１１６４２５件,执结率９１７７％,创历史新

高;省高院直播庭审４８９场,排全国高级法院第２

位,各项工作呈现出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亮点纷呈

的良好态势,特别是审判质效大幅提升,跨入全国

法院第一方阵.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积极服务全省中心工作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五年来,全省法院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积

极服务保障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做好司法

为民答卷,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

新期待.

主动为全省中心工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全

省法院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积极主动服务保障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省高

院先后出台全面服务和保障转型发展的１２个指导

意见,特别是２０１７年,省高院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及时出台服务保障优化

营商环境、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加强金融审判

等三个指导意见,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法治环

境,促进我省经济振兴崛起.各级法院主动深入转

型综改示范区、经济开发区、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开

展服务保障调研,及时了解司法需求,以新作为、新

成效助推大项目好项目做大做强.

努力为我省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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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审判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全面

加强司法服务.五年共审结一审商事案件３９２９１３

件,同比增长１０６９１％.省高院成立破产案件审

判庭,建成全省法院破产重整案件信息平台,依法

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共妥善审结

企业清算、破产案件２５５件,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

的运城海鑫集团破产案成功审结,吕梁联盛集团破

产重整取得重大进展,帮助一批困难企业实现浴火

重生.积极参与信用山西建设,净化我省招商引资

环境,依法审结坑害投资商、创业者和破坏市场经

济秩序的商业贿赂、虚假出资、合同诈骗、串通投

标、非法经营、强揽工程等案件１６８２件.加大金融

债权资产司法保护力度,防范金融风险,优化金融

法治环境,稳妥审结涉及金融改革、民间借贷、证券

期货、互联网金融等案件１９３６４７件,惩治非法集

资、金融诈骗等犯罪２０１６件.大力支持创新驱动

发展,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审理专利、

商标、著作权、反不正当竞争等案件２２９１件.积极

为我省对外开放构建公正高效司法环境,审结涉

外、涉港澳台案件９３８件.努力服务乡村振兴和精

准扶贫,依法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审结土地承包流

转、林权转让等涉农案件５０６４件.助推生态文明

建设,全力守护“绿水青山”,依法审理涉及环境公

益诉讼、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等各类案件２７２３件,

以及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犯罪案件５２９件.

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全省法院五年共审

结一审刑事案件１１２９３６件,同比上升７７４％.坚

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惩处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依法审理黑

恶势力、“两抢一盗”和黄赌毒等犯罪案件３７９２７

件,始终保持对危害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等犯罪的高压态势,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严惩

腐败犯罪,共审结一审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案件

３７６５件,２０１７年积极支持和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山西试点,主动服务国家反腐败大局.深入推进

量刑规范化,２５种常见犯罪案件的量刑尺度得到

统一,量刑更加公正均衡、公开透明.坚持宽严相

济,依法对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

的罪犯适用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对判处缓刑

等非监禁刑的犯罪人员辅以社区矫正,刑罚的教

育、感化、挽救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积极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五年来,共审结一审

行政案件１３９１４件,审查各类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１０８５０件,同比分别上升９２８５％和１１８６％.全

面实施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异地审理,提高了司法

公信力.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依法对行政机关经

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行政行为

的依据进行司法审查,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各级法院加强与行政机关良性互动,推动行政首长

出庭应诉,持续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落实与行政

机关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分析通报行政案件败诉原

因,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始终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全面实施立案登记

制,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

９５％.对诉讼服务中心提档升级,开通山西法院诉

讼服务网,完善功能,优化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

供一站式、集约化、智能化便捷诉讼服务,方便了群

众诉讼.各级法院将维护公序良俗、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审判工作中,五年共受理一审民

事案件４５４９０２件,审结４２６１５２件,同比分别上升

５５０８％和４６４３％.审结婚姻家庭、赡养抚养等

家事案件２４２０２０件,在全省４６家中、基层法院开

展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调撤率达５５２２％.全

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审结医

疗、住房、人身损害赔偿及涉军人军属权益保护等

案件１０４９５３件,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等犯罪案件１１１１件.依法履行国家

赔偿 审 判 职 能,１９７ 名 受 害 人 获 得 国 家 赔 偿

２６０９２８万元.积极开展司法救助,为符合救助条

件的５２４６名当事人发放救助金１３亿余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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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１名当事人减免诉讼费４２７７５６万元.

全力破解“执行难”.全面向“执行难”宣战,五

年累计执结各类执行案件３１９８１５件,执结标的额

达８８６４５亿元.累计对１２６６７４名失信被执行人

予以 公 开 曝 光,通 过 执 行 查 控 系 统 查 控 案 件

１６８０１６件,涉及被执行 人 ２２３０４８ 个,查 询 金 额

２３２９０６亿元,冻结、扣划金额３１４２亿元.２０１７

年,开始全面实行网络司法拍卖,８５７件执行案件

实现网拍,涉案标的达５６８３亿元,公开、公正、高

效、廉洁的司法强制拍卖环境初步形成;年底开展

“执行攻坚跨年大行动”专项活动,打出“组合拳”

“连环拳”,对３１１２名失信被执行人予以罚款、司法

拘留,１７８起拒执罪被予以起诉,震慑和促使一大

批“老赖”主动履行义务.

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

努力促进司法公正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把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作为实现全省法院

科学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全力推进,２０１７年

取得突破性进展.

深入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重大基础性

改革.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全面落实,全省法院

遴选员额法官３０９１名,选任法官助理１９０５名,聘

用书记员２２５６名,组建审判团队９６７个.司法责

任制改革全面落地,入额法官一线办案率１００％,

２０１７年院庭长审理案件９８４６８件,占全部案件数

的２２７９％,“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新

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基本形成.各级法院积极制定

«绩效考核办法»,全面、科学评价法官办案数量、质

量、效率和效果,实现了业绩评价与员额退出机制、

惩戒机制、激励机制的配套衔接;工资制度改革落

实到位,法官惩戒委员会成立,做到待遇从优和管

理从严同时并重;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内

设机构改革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省法院总结

的法官职级待遇和职业保障向基层倾斜、员额法官

退出机制等改革思路和做法得到中央政法委、最高

法院的充分肯定和吸收借鉴.

大力开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省高院会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联合出台“全面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系列文

件”,在三级法院强化人权保障、罪刑法定、证据裁

判、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理念和制度,大力推

进庭审实质化,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

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五年来对指控证据不足、指控

罪名不能成立的 １１４ 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

２０１７年,当庭宣判一审刑事案件３４９３件,当庭宣

判率达１４６６％.我省法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已

走在全国前列.

积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全省法

院强化诉调对接,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商事

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等非诉方式化解矛盾.全省

９８个中、基层法院建立了征地拆迁、证券期货、劳

动争议、交通事故、村矿(企)矛盾、医患纠纷、环境

污染等领域诉调对接的联调机制,指导司法所、法

律服务所、证券调解组织、工会、妇联、村居委会、街

道办及医院医患中心等为主体的特邀调解组织开

展工作,设立１５６０个法官驻社区工作站、联系点,

吸纳特邀调解员２７５４人.２０１７年,通过多元化纠

纷解决方式分流案件７３００余件,民事一审案件调

撤率达４１９６％,进一步推动诉调对接,调解优先,

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稳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坚决把涉诉信

访纳入法治轨道,通过诉访分离妥善化解涉诉信访

案件,依法对２４４件符合终结条件的涉诉信访案件

予以终结.２０１７年,省高院率先开展律师驻法院

值班和参与化解、代理申诉涉诉信访案件工作,全

面完善院长来信办理制度,三级法院开通远程网上

申诉信访平台,严格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强化督

查督办,因案施策息诉罢访,圆满完成全国“两会”

和党的十九大等重大活动涉诉信访维稳任务,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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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表扬.

加快 推 进 信 息 化 建 设.完成信息化建设由

２０版向３０版升级,实现全部案件网上办理,有

力推进审判执行工作公正、高效.２０１７年,省高院

制定信息化建设五年规划和１６项年度任务,建成

数字法庭系统５９２个,实现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和庭

审直播全覆盖;建成执行指挥中心１１９个,实现执

行案件实时指挥、全程可视、查控便捷、工作规范;

大力开展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应用,推进审判执

行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要素公开;开通三级法

院１２３６８短信功能,自动向当事人推送审判流程信

息,在保障当事人知情权的同时,倒逼法官提升司

法能力;试行类案推送,为法官提供相似案件的裁

判参考,规范法律适用,统一裁判标准,增强司法

公信.

全面深化司法公开.借助信息化手段全面实

现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公

开”.全省法院五年来公开案件７４４１３８件,公开案

件信息９２６３万余项,裁判文书上网 ７２８６５０ 篇.

２０１７年组织开展“庭审直播月”,院长、庭长带头进

行庭审直播,共直播庭审２４８６５场,居全国法院第

６位,不断丰富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渠道.进

一步拓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各级法院通过微信、

微博、手机 APP客户端等媒体平台,向社会提供详

尽权威的司法信息和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务,加强判

例解读和法律宣传,讲好山西法治故事,传播山西

法治声音.

打造过硬队伍　不断强化监督

努力夯实司法公信的基石

　　五年来,全省法院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

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要求,大力加强队

伍建设,强化审判管理,主动接受监督,不断改进工

作,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省法院高度重视党建

工作,强力推进,务求实效,受到最高法院、省委的

充分肯定.牢牢坚持党的领导,重要部署、重点工

作及时向党委汇报,确保法院工作的正确方向.扎

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学习讨论落实”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制度化常态化示范点建设和“维护核心、见诸行

动”主题教育活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

持问题导向开展巡视整改,“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

制,司法作风明显好转.２０１７年,省高院以巡视的

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法院系统“党的

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问

题,召开全省法院首次党建工作会议,探索开展政

治督察制度,建立上级法院听取下级法院党建工作

汇报制度,省高院和各中院成立党校,推动思想政

治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向全员拓展、向基层延伸.

全省法院队伍精神焕发,争先进、创一流氛围浓厚,

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个人,五年来共有３０５个

集体和３００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五年来,全省法院以能力

建设为核心,以岗位技能和知识更新培训为重点,

组织各类培训２６４期２２０００余人次,全方位提升干

警能力.大力开展庭审观摩、审判研讨、经验交流

等活动,运用以会代训、以老带新、课题调研、案例

分析等方式开展在岗研训、审判实务研究,有效提

升了法官驾驭庭审、适用法律、化解矛盾纠纷、做群

众工作、信息化应用等“五个能力”,队伍的专业化

水平和实际办案能力不断增强.

加强廉洁司法建设.全省法院先后深入开展

整治“六难三案”、纪律作风集中整顿等专项活动,

进一步强化警示教育、强化案件查处、强化责任追

究.狠抓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预干扰案件等铁规

禁令落实,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

殊关系人接触交往行为,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

２０１７年,省高院紧紧围绕司法改革和廉政风险防

控机制的重构开展专项司法巡查,进一步促进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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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规范、廉洁行使审判权.对司法腐败零容忍,

五年共查处干警３５０人,其中党政纪处分３２９人,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２１人.

加强审判管理监督.坚持有错必纠,五年来,

共审结各类二审案件１３４８６５件,二审依法改判案

件１７６０４件,占一审案件总数的１８４％;审查申

诉、申请再审案件２２７５７件,对符合进入再审程序

条件的及时依法提起再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审

结再审案件３４３１件,予以改判、发回重审１５６８件.

高、中级法院对决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实行公开发回

理由、发回依据和发回方式“三公开”,最高法院予

以推广.全省法院运用数字化法院系统和执行指

挥系统,对审判执行态势进行统计、分析、通报,有

力促进审判质效的提高.２０１７年,各级法院严格

落实司法责任制,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咨询和审

判委员会把关作用,确保疑难、复杂案件审判质量.

三级法院积极开展裁判文书质量评查和第三方评

审,实行入额法官“全覆盖”,裁判文书质量明显

提升.

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全省法院始终把自觉接

受人大、政协监督作为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认真

负责地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加强与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日常联络,积极开展“人大代表法院

行”活动,五年来省高院先后走访各级人大代表

８７００余次,邀请３８５名(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

察法院、旁听案件审理,办结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建议提案及其他事项１８４件.依法接受检察机关

诉讼监督,五年来共受理各类抗诉案件２８２５件,审

结２６２６件,其中,维持原判７３３件,改判７６１件,发

回重审８３０件,以调解、撤诉等方式结案３０２件,共

同维护司法公正.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扩

大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４４３７名人民陪审员

参与审理案件３５０２８５件,同比上升４０４１９％.广

泛接受社会监督,全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５１０

次,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邀

请人民群众走进法院,零距离感受法治的进步.

各位代表,五年来全省法院所取得的每一份成

绩、每一点进步,都是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

社会各界关心帮助的结果,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有关部门同志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

省法院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回顾五年来的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法院工作的正确方向;

必须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才能有力

地促进法院公正司法;必须始终坚持服务大局,提

高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才能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

一;必须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排民之难、

解民之忧,才能以公信赢得民心;必须始终坚持深

化司法改革和推进信息化建设,不断实现自我完善

和自我革新,才能不断提升司法能力水平;必须始

终坚持抓党建带队伍,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的法院队伍,才能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在总结成绩经验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法院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一是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工作发展不平衡、

保障群众权益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还需要下大力气

研究解决.二是一些法官业务能力还不适应新时

期审判工作的新要求,有的法官司法能力不强,单

纯就案办案,不善于化解矛盾,不注重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统一.三是办案质量和效率有待提高,

少数案件存在错误、瑕疵或超审限审理,“执行难”

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四是司法作风有待改

进,极少数干警作风不正、工作不细,执法不规范、

举止不文明,个别法官甚至办“人情案、关系案、金

钱案”,严重损害司法公信.五是深化司法体制综

合配套改革还需加快推进,审判权运行管理监督机

制不完善、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衔接不畅等

问题亟待解决.六是法院工作仍面临一些现实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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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有的法院人案矛盾突出,基层法院法官断档问

题严重,法官助理、法警普遍配备不足;审判法庭、

业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法官权益保障不

够,纠缠、侮辱法官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法官经常

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面对这些问题

和困难,我们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以更加有效

的举措加以解决.同时,也恳请各级党委、人大、政

府、政协和社会各界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全省法

院工作.

牢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职责使命

努力开创新时代全省法院工作新局面

　　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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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及十一届省委

历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为根本,以全面

深化司法改革、现代科技应用为动力,深入推进过

硬队伍、智能化建设,紧紧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以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产权司法保护为切入点,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积极服务山西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在抓党建带队伍上有新作为.全省法

院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

担当,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从严管党治党,落

实好“两个责任”,努力打造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

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法官队伍.

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在服务山西经济转型发

展上有新作为.全省法院要为我省经济转型发展

和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

大攻坚战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依法

严厉打击各类犯罪,坚决维护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安

全稳定.依法加强产权保护,坚持平等、全面、依法

保护原则,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进行甄

别,对确有错误的依法纠正,让“有恒产者有恒心”.

进一步加大保障民生、环境资源和涉军维权保护力

度,使各项审判工作更具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服务大局的过程中有新的更大的作为.

三是坚持司法为民,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上有新作为.全省法院要努力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妥善审理

民生案件,加强司法救助工作,切实保护人民群众

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创新司法便民举措,建设

综合性诉讼服务平台,开通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热线,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诉讼服务,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是深化司法改革,在构建公正高效的审判机

制上有新作为.全省法院要围绕深化司法体制综

合配套改革,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审判

权力运行,完善管理监督制约机制.深入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快完善和落实证

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调查等制度.积极推

进内设机构改革,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努力构建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内部管理体制.

五是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在保

障人民群众胜诉权益上有新作为.今年是“基本解

决执行难”决胜之年,全省法院要紧紧依靠党的领

导,进一步优化执行工作机制,拓展工作思路、创新

工作举措,加大执行力度,构建信用惩戒大格局,凝

心聚力、誓师攻坚,重拳出击、全面推进,坚决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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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六是加快信息化建设升级,在推进智能法院建

设上有新作为.全省法院要围绕“全业务网上办

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加快推进

电子卷宗深度应用和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强化

审判执行流程管理和监督,深化审判流程、庭审活

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公开”,更好地服务法官

办案、服务群众诉讼、服务司法管理,全面提升法院

工作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水平.

七是坚持对标全国先进法院,在创建新时代一

流人民法院上有新作为.全省法院要对标省委要

求和全国先进法院,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作风,大力推进改革创新,进一步固强

补弱,推进各项工作科学发展,创建新时代一流法

院,树立山西法院新形象.

各位代表,新时代开启人民法院新征程,全省

法院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在省委的坚强领导、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持续发力推动各项

工作“上水平、创一流”,开创新时代全省法院工作

新局面,努力为新时代山西振兴崛起提供坚强有力

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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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司所作的«山西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检

察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２０１８年工作

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检察院要在省委坚强领导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十一次党代会和十一届

省委历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主动服务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推动形成“政治生态

持久的风清气正,转型发展持久的强劲态势”,奋力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全

国能源革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

地”,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产权司法

保护为切入点,不断强化法律监督,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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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谱写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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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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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省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

员提出意见.

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的五年,是山西经

济社会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全省检察机

关在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全省工作

大局,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全面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积极配合搞好监察体制改革,努力适应检察

职能发生重大调整的新形势,锐意创新,攻坚克难,

全力以赴推动检察工作转型发展,全省检察工作取

得新的发展与进步.

一、解放思想,争先创优,全省检察工作呈现出

新面貌

五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解放思想、探索创新,勇创

一流业绩,努力开辟检察监督新境界.组织开展了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要求全省检察机关对标一流

找差距,“跳出山西看山西”、“跳出检察看检察”,提

出了“由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转变,由事后监督向

事中、事前监督延伸”的新理念,推出了一系列强化

法律监督的新机制,多项检察工作逐渐走向全国检

察机关前列.

推行介入命案工作机制.为破解久押不决的

司法“顽疾”,我们以提高命案办理质量为突破口,

全面推行介入命案现场勘查机制,检察官与公安人

员一起出现场,监督公安机关依法全面收集、固定

证据,有效防止因证据瑕疵导致命案难以处理、久

拖不决.五年来,共介入命案侦查１８０２次,提出引

导侦查建议２７８９次,被采纳率为９８８％,诉讼周

期由原来的１８个月缩短为９个月,实现了命案无

超期羁押、无不起诉、无判无罪、无上访涉诉.中央

政法委将这一经验在全国推广.

推行检察官首办责任制.在开展介入命案现

场勘查工作中,为压实检察官责任,切实在检察环

节消除瑕疵案件、冤错案件,牢牢守住司法公正的

底线,我们在全国率先推行案件首办责任制.建立

由主任检察官主导的命案办案组,全程负责命案的

现场勘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谁

办案谁负责、终身负责.改革后,命案办理质量大

幅提高,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比例为

７％,比２０１２年下降１５个百分点,法院已经作出判

决的命案中,全部为有罪判决.２０１５年,所有业务

部门全部实行首办责任制,为之后落实司法责任制

改革、推行“捕诉合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行“阳光检察”工作机制.为打破检察机关

神秘感,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凸显检察机关人民

性,开展了“打造阳光检察业务,争当阳光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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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使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全省三级检察院建

立了１３９个 “一站式”检务大厅,有效解决了群众

“告状难”、律师“阅卷难”、“会见难”问题;建立重大

复杂案件公开审查、双向说理和不捕、不诉案件公

开听证制度,公开审查案件６３４件次,其中,公开听

证案件７４件;在 “两微一端”公开案件信息１４０５４６

条,终结性法律文书５５０１５份.举办检察开放日

６５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３３２次.

推行网上办案工作机制.投入５亿元打造电

子检务系统工程,建成连通全省检察机关的专线网

和数据中心.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开始,全省检察机关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全面运行,共流转案件４４１３７３

件.全面完成办公、办案、队伍管理等六大平台的

有机整合,８０％的工作量通过软件完成.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五年来,我们坚持以促进检察工作与省委中心

工作的深度融合为方向,紧紧围绕省委“一个指引、

两手硬”思路和要求,综合发挥打击、预防、监督、教

育、保护等职能作用,为我省经济发展实现由“疲”

转“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积极投身平安山西

建设,严厉打击各类危害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的犯罪活动,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８４６５３人,提起

公诉１３９８９３人.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

策,依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决定不批捕２２３５７

人,不起诉９２９８人.建立“未成年人关护基地”,对

涉罪未成年人加强教育感化挽救,不批捕１１５５人,

附条件不起诉４９７人.开通省、市、县三级检察院

视频接 访 系 统,方 便 群 众 诉 求,受 理 各 类 信 访

７３６９８件;积极化解矛盾,办理国家赔偿案件１９８

件,发放赔偿金１０２０２万元.４５个检察院被授予

“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称号.

健全完善服务大局工作机制.及时跟进省委

重大决策部署,找准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和结合点,

精准施策.省检察院先后出台服务保障转型综改

试验区、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等

１０个实施意见,为全省重大项目建设、脱贫攻坚、

环保整改、产权保护等重大工作顺利推进营造了良

好的法治环境.

加大对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力度.坚持平等保

护原则,依法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

的司法保护,共批捕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案件

４５１人,起诉５１１人.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积

极引导民营企业合法经营,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

权益,努力促进“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加强对

以刑事手段违法插手经济纠纷的监督,对一批商业

纠纷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积极参与优化营商环境.依法严厉打击破坏

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起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

１７９５人,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犯罪２８７０人,非法经

营、强迫交易犯罪９１２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５５４

人;开展民事行政执行监督专项活动,办理涉企合

同执行案件６５６件,发出检察建议６０８件,法院采

纳４７４件,涉及金额１０亿余元.

三、全面完成司法体制改革任务,构建起公正、

高效、权威的检察权运行模式

坚持试点先行、整体推进,全面完成各项改革

任务,为检察权公正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办案质量

和效率明显提升.

全面完成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严格落实两个

“３０％”的工作要求,全省共遴选员额检察官２６１６

名(转隶后为１８４５名),入额比例为２９８％;共确

定检察辅助人员２５２６名,司法行政人员１０２７名.

坚持将员额数量向基层倾斜,向案多人少的检察院

倾斜,１５个基层检察院员额检察官比例达到４０％

以上.率先在全国建立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共退

出员额４０名.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共组建检察官办案组

３６６个,独任检察官１８４５个.出台落实司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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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施意见,制定１４个业务条线检察官权力清单

及２０余项配套制度,构建了权责利相统一的检察

权运行新机制.从２０１７年３月开始全面实行新的

办案机制,入额院领导和普通检察官直接参与轮

案,入额院领导人均办案１６件.

推行“捕诉合一”工作机制.为破解基层检察

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减少重复劳动,强化办案责

任,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全面推行“捕诉合一”工

作机制,刑事案件从审查批捕到提起公诉均由１名

独任检察官或１个检察官办案组完成,审查批捕、

审查起诉时间明显缩短,办案周期平均缩短３０％.

四、全面加强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

五年来,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山西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和省委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坚持有腐必

反,有贪必肃,在山西治理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

问题,净化政治生态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加强协调配合.完善与纪检监察、公安、法院

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落实案件移送、信息通报

等制度.配合纪检监察部门办理大要案,选派业务

骨干３０００余人次参与案件调查工作,选派人数居

全国检察机关前列.加大职务犯罪追逃追赃力度,

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５２人.

加大办案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共查办各类职务犯罪５３８０件

７５７５人,其中,大案３５５８件,要案５５０人(其中厅

级干部６５人),通过办案追缴赃款２４９亿元.严

肃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

罪,查处乡镇站所和农村“两委”工作人员２２９９人.

深化职务犯罪预防.加强专项预防,组织开展

预防职务犯罪“十百千”工程,实现了对全省重大工

程项目的全覆盖;加强警示教育,建立警示教育基

地２７个,其中６个被评为全国“百优”,受教育人数

达１０万余人次;制作预防报告６２８５件,提出检察

建议６３９０件,推动有关部门建章立制２８４８项.

五、着力服务保障民生,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

五年来,我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

检察机关的人民性,聚焦省委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

体部署,积极履行检察职能,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

服务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互联网＋阳光百姓

工程”,对涉农惠民资金的项目、金额、流向、结果实

行网上全程动态监督,监管涉农扶贫等民生资金

７４５亿元,确保国家惠农政策落实落地.

守护绿水青山.开展破坏环境资源专项立案

监督活动,监督有关机关移送７２件,批捕７１件,起

诉污染环境、盗伐林木等犯罪２１２件３７７人.加大

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领域案件３１９件,督促修复林地、耕地１２５４

亩,保护水域５７０亩,清除废弃物９０万吨,整治污

染企业１９０家.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扎实开展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依法监督行政机关

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３１８件３４１人,监督公安机关立

案１６８件２４６人,起诉６６１件１１２９人.办理食品

安全公益诉讼案件５２件,督促有关机关查处伪劣

食品４８００千克,查处假药１５种,收回假药和走私

药品８种.

保护弱势群体.加大对涉及农民工、残疾人、

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护力度,支持起诉

１３４４６件,帮助索回各种薪资１亿余元.起诉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１７２件.向２７７３名救助对

象发放司法救助金２５９９万元.

六、全面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五年来,我们坚持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牢固树立“两个

转变”的监督理念,不断拓宽监督领域、丰富监督方

式、增强监督实效,努力构建法律监督新格局.

全面加强侦查监督.在市、县两级公安机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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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侦查监督检察室１６８个;全面开展侦查活动监督

平台建设,对侦查活动实行全程动态监督.五年来

共监督纠正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４１８９件,不

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３３９８件,纠正漏捕３３１９

人,漏诉３０９２人,纠正侦查活动违法１８０７４件次.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长治召开现场会,推广我省的

经验.

大力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强化刑事审判监督,

对认为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２５５０件,纠正审

判活动违法５０１４件次.加强刑事执行监督,严格

落实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同步监督机制,提出

纠正违法意见５４６１人次;开展判处实刑罪犯未执

行刑罚专项检察活动,收监执行１３７人;开展财产

刑执行专项检察活动,纠正财产刑执行不当４６５２

件;清理纠正久押不决案件１０３件１５６人;监督特

赦罪犯６０９人,对３１人提出监督意见;监督纠正监

狱、看守所违法情形３０２２５件次;查办发生在监管

场所的职务犯罪１３７件１８５人.加强对律师执业

权利司法保障,监督纠正有关单位阻碍律师行使诉

讼权利２８５件.

着力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认真执行修改

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要求,对认为确有错误

的民事、行政生效裁判提出抗诉５４７件;向法院发

出再审检察建议７４６件;办理虚假诉讼案件６４件;

办理和解息诉案件５９９０件;对审判程序中的违法

行为提出检察建议９６０９件,法院采纳９４２４件;对

执行活动违法,提出监督意见１１４９６件,法院采纳

１１１０８件.

七、积极适应新时代新形势,全力推动检察监

督转型发展

２０１７年以来,我们在抓好两项重大改革任务

的同时,积极适应检察职能发生重大调整的新形

势、司法体制改革的新要求,聚焦监督主责主业,强

力推动检察工作转型发展,探索走出了强化检察监

督的“山西路径”.

全力以赴配合搞好监察体制改革.坚持把积

极配合搞好监察体制改革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

按照省委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全面完成了转隶

工作任务.全省检察机关共划转编制２１６６个,转

隶检察人员１８８４名.制定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

办案衔接办法,确保工作无缝衔接.２０１７年受理

监察委员会移送起诉职务犯罪案件２７９件３６８人,

决定逮捕８８人,提起公诉２７６人.

攻克内设机构整合难关.坚持科学、精干、高

效原则,按照扁平化管理的要求,集中时间和力量,

全力推进市、县两级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市级检

察院内设机构由原来的２１７个减少到１３２个,减少

３９％;县级检察院内设机构由原来的１６８９个减少

到５８７个,减少６５％,实现了检察资源的集中优

化.这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得到中央政法委的

肯定.

以理论研究引导业务转型.围绕检察职能重

大调整后,如何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省检察

院成立检察监督理论研究小组,形成 “１＋７”理论

成果,明确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

督、民事行政监督、公益诉讼监督齐头并进的发展

方向.部署５个专项检察活动,充分发挥员额检察

官的主体地位,在批捕、公诉、刑事审判监督、民事

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等方面积极探索拓展监督范

围、树立监督权威、增强监督效能的新举措.专项

活动开展以来,各地收集各类案件线索５０００余件,

挂牌督办了一批典型案件,形成了一批好经验好做

法,检察机关的各项监督职能发挥更加充分、发展

更加平衡.

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认真履行法律赋予

检察机关的新职能,围绕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国家

和社会公共利益,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建立健

全公益诉讼工作机制,突出工作重点,在资源环境

和生态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转让等领域,全面开展监督工作.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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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以来,共排查案件线索７３６件,提出检察建

议、发布公告５３０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４

件,督促有关单位收回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国有财

产１５亿元.我省公益诉讼工作走在全国非试点

省份的前列,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成为检

察监督新的亮点.

在推动检察监督转型发展过程中,省委提出了

明确要求,给予了高度重视,人大、政府给予了大力

支持,使我们坚定了成功的信心,迈出了坚实的

步伐.

八、强化内外部监督,始终将检察工作置于人

民监督之下

五年来,我们坚持以“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

督,让人民满意”为目标,不断完善内外部监督机

制,持续推进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努力提升检察

公信力.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实行领导干部定点联系

代表制度,虚心接受代表的意见和建议.５年来,

全省检察机关共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２３５１

次,办理代表建议、人大常委会转交办案件１０５２

件,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３６５２次,邀请人大代表视

察工作５２４次.

主动接受政协和社会各界监督.把政协民主

监督和社会监督作为了解社情民意、改进检察工作

的重要渠道,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主动向政协和民

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报工作情况,邀请政协委员

视察检察工作.全面落实人民监督员制度,邀请人

民监督员参加执法检查活动,监督“十一类案件或

事项”４４２件５１３人.

完善内部全方位监督.建成并运行统一业务

应用系统,全面落实网上办公办案要求,紧盯关键

部位和薄弱环节,监管刑事诉讼涉案款１０亿余元,

纠正超期办案等不规范情形１９４５５件次,实现了对

案件的全程动态监督.实行案件质量评查常态化,

评查不捕、不诉、涉法涉诉信访等案件２６５３６件.

九、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从严治检,努力

建设过硬检察队伍

五年来,我们坚持把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作为

永恒的主题,以政治建设为主线,以党的建设为龙

头,努力打造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的过硬检察队伍.

坚持政治建检不动摇.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扎实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

活动,组织开展以“心有党中央、紧跟核心走”为主

题的学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活

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检察工

作正确政治方向.

夯实管党治党“两个责任”.认真贯彻省委部

署要求,大力支持和自觉接受派驻纪检监察组监

督,制定“两个责任”清单,完善实施办法,建立健全

工作台账,切实把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贯穿到日常

教育管理监督中.五年来,共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

员６５人,其中,开除党籍７人,开除公职３人,调离

检察机关６人,追究刑事责任３人.落实“一案双

查”制度,问责２１人次.

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全面开展巡视巡察

工作,着力发现问题,实现了届内对１２个市级检察

院巡视全覆盖;推动市级院党组开展了对２４个基

层院党组的巡察工作.自觉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巡视组巡视监督,认真落实整改要求.

持之以恒纠正“四风”.紧盯“四风”新动向和

隐性变异问题,抓住重点人员、重要部位、重要事

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始终保持高压态势.２０１３

年以来,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２４人,

其中给予党纪检纪处分６人,诫勉谈话、批评教育、

责令作出书面深刻检查１８人.

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认真落实«基层人民

检察院建设规划»,建立省检察院对市级检察院面

对面考核点评机制,树立长治等４个“全省检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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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示范院”.省检察官学院共培训检察人员１０５２４

人次,选调培训１５２３人次.实施检察业务专家与

法学专家“双挂职”工作.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和业

务竞赛活动,全省检察机关涌现出了一批国家级专

业人才.

五年来,省级以上报刊头版头条报道我省检察

工作１０９篇,全省检察机关工作经验被上级转发

１１６次,７个检察院被表彰为全国先进检察院,２９

名个人和９０个集体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省检察

院被评为省文明单位.

各位代表,五年的成绩,是省委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各级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位代表、各位委员和

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检察工作,必须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检察工作正确的政

治方向;必须坚持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推进检

察工作和省委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大局中不

断提升检察工作水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

法理念,严格公正执法司法,强化法律监督,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必

须坚持改革创新,勇于实践探索,敢于革故鼎新,坚

决破除影响检察权公正运行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必须强化自身监督,始终把检察工作置于人民群众

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

必须把队伍建设放在战略位置来抓,紧紧扭住政治

建检这一根本,不断打牢检察事业长远发展根基.

我们清醒认识到,全省检察工作还存在一些不

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对新形势下如何履行好法律监

督职责、推动检察工作转型发展探索和研究不够;

二是法律监督职能发挥还不充分、工作发展还不平

衡,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差距;三是基层检察院

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队伍能力不足、本领不够问

题比较突出,“四风”问题时有发生.对这些问题,

我们将认真解决.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改革开放和检察机关恢复重建４０周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全省检察机关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十一届省委历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一个指引、两手硬”思路和

要求,更加有效地服务全省经济转型项目建设,更

加有力地维护司法公平正义,更加严格地加强自身

建设,努力为服务保障我省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推动全省检察工作在新时代迈出新步伐、开创

新局面.

一是进一步做好服务大局工作.紧紧围绕省

委重大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全力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坚决维护各类市场

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主动服务保障经济转型发

展.深入推进“互联网＋阳光百姓工程”,主动服务

脱贫攻坚顺利开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

二是进一步配合做好监察体制改革工作.继

续加强与监察委员会的协调配合,加强监察法与刑

事诉讼法相衔接的研究,积极创新工作机制,确保

所办案件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历史的

检验,以扎实的办案成效彰显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

效果.

三是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以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完善监督机制,强化

责任落实,确保把“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落到实处.健全检察官职业保障机制,畅通各类检

察人员职业发展通道,不断增强司法体制改革整体

效能.

四是进一步加强检察监督.坚持以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公平正义需求为目标,聚焦法

律监督主责主业,着力推进刑事检察、职务犯罪检

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控告申诉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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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检察等各项法律监督工作,不断提升检察

监督水平.

五是进一步强化检察队伍建设.突出政治建

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总要求,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持续正风肃纪,充

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扎实推进“三基建

设”,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着力加强检察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全面增强

司法本领.

各位代表,今天,山西检察工作站在一个新的

历史起点上,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深

感责任重大.全省检察机关将在省委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

督支持下,全面贯彻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本次大会精神和决议,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在我省

转型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作出新的贡献,不断开创新

时代山西检察工作新局面!

附: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有关用语说明

　　１ 久押不决:是指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因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侦查、公诉、审判等环节反

复循环,难以作出最终处理决定,致使案件办理期

限延长,客观上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时间处

于被羁押状态,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２ 超期羁押:是指依法被刑事拘留、逮捕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

羁押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羁押时限的一种

违法行为.超期羁押不仅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违背法治理念,损害了司

法机关的公信力.

３．瑕疵案件:是指在侦查取证或者办案程序上

存在不规范、不合法的情形,需要通过补正或者作

出合理解释才能消除瑕疵的案件,一般指冤错案件

以外质量不高的案件.

４ 冤错案件:冤案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

案件过程中,错误地将无辜之人定罪处罚的案件;

错案是指司法机关对于案件事实或证据认定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进而导致刑事追诉错误或者定

罪量刑错误的案件.

５ 双向说理:２０１２年刑诉法修改后,法律对审

查逮捕中的社会危险性条款进行了列举,进一步完

善了逮捕机制.为贯彻落实新刑诉法规定,我省检

察机关推行审查逮捕“双向说理”机制,即公安机关

在提请批捕时,应当对案件的逮捕必要性进行书面

说理;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时,应当对不批捕

的理由进行书面说理.

６ 终结性法律文书:是指检察机关作出的具

有否定性或终局性的诉讼性法律文书,包括不立

案、不起诉、不抗诉、不赔偿等文书.根据«人民检

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人民检察院制作的

刑事案件不起诉决定书、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案件

的起诉书、抗诉书、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等,应当在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系统上发布.

７ 关护基地:是指对主观恶意较小、悔罪态度

较好且符合非羁押性措施要求的涉罪未成年人采

取非监禁措施,由社会力量在诉讼期间对其开展监

督考察、法制教育、行为矫治、公益劳动、技能培训、

心理疏导、文化素质提升和励志教育的帮教基地,

以达到矫正行为、预防再犯、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

目的.

８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应当负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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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规定一定期限、设定

一定条件进行考察,期限届满,对符合条件的犯罪

嫌疑人依法决定不起诉的工作机制.«刑事诉讼

法»第２７１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

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

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９ 涉企合同执行案件: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

活动中,因合同纠纷诉诸法院,打赢了官司并进入

执行程序的案件.实践中,一些债务人有财产可供

执行但故意规避执行、暴力抗拒执行或者借助外力

干扰执行等现象时有发生,极易导致企业资金紧

张、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１０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是指将检察人员分为

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明确

各自工作职责,按照不同序列分别管理,形成符合

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特点的管理机制,促进检察队

伍专业化建设,保证公正高效履行检察职能.

１１ 司法责任制:是指坚持“谁办案谁负责,谁

决定谁负责”的原则,检察官根据法律规定或检察

长授权,依法独立行使司法办案、法律监督等职权,

并承担相应办案责任的工作制度.

１２ 捕诉合一:是指将检察机关原来的侦查监

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合二为一,探索实行“谁批捕、谁

起诉”的办案机制.“捕诉合一”不仅减少重复审

查,提高办案效率,而且有利于督促检察官持续跟

踪案件侦查情况,提高案件质量.

１３ 大案:是指贪污贿赂５万元以上、挪用公

款１０万元以上的案件和渎职侵权重大、特大案件.

１４ 要案:是指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涉嫌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的案件.

１５ 互联网＋阳光百姓工程:近年来,检察机

关在办案中发现我省涉农职务犯罪易发高发,占贪

污贿赂犯罪的三分之一,严重损害农民群众切身利

益.分析原因,主要是涉农领域点多、线长、面广,

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为加强犯罪

预防,检察机关打造了“互联网＋阳光百姓工程”系

统平台,包括 “数据报备与分析平台、公示平台、监

督平台”三个子平台.２０１６年７月３１日,由检察

机关主导,财政、水利等涉农部门共同参与的山西

省“阳光百姓工程”公示平台在全省１１个市上线

运行.

１６ 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

诉讼.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

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赋予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其中,«民事诉讼法»第

５５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

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

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

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

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

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

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职

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１７ 支持起诉:是指当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或者个人合法权益遭受非法侵害,可以通过民事

诉讼途径获得救济,但诉讼主体相对力量薄弱时,

检察机关适时介入给予支持,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

活动.

１８．司法救助:主要是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因

无法获得有效赔偿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刑事被害人

及其亲属,由国家提供专项资金给予适当的资助,

帮助解决暂时的生活、医疗等困难.

１９ 侦查监督检察室:为加强侦查监督,２０１５

年１１月,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会签«关于在公安机

关设立侦查监督检察室的意见»,检察机关在公安

机关法制部门设立侦查监督检察室,公安机关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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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向检察室通报刑事立案、撤案、涉案人员处置

等情况;检察室每月定期向公安机关通报刑事立案

监督、纠正违法、追捕追诉、批捕、不捕、不诉、退回

补充侦查、起诉等情况.

２０ 侦查活动监督平台:该平台将法律文书、

司法解释等关于侦查活动的规定,按照侦查活动进

程分解为２７大类１１０个监督项目,并与全国统一

业务应用系统相衔接,既能实现便捷的统计、分析、

查询、预警功能,又能针对不同需求自动生成侦查

监督分析报告,提升监督效率.２０１６年７月,最高

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山西等７个省市开展首批侦查

活动监督平台试点工作.

２１ 特赦:２０１５年８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２０１５年１月

１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且正在服刑、释

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

赦: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正在服刑的罪犯;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

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三是

年满７５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

刑罪犯;四是犯罪时不满１８周岁,被判处３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１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

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２２ 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通过恶意串

通、虚构法律关系、捏造虚假事实、伪造证据的方式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

证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

裁判或执行.

２３“１＋７”理论成果:２０１７年１月,省检察院

成立检察监督理论研究指导小组,总体思路是适应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给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工作

重心、运行机制等方面带来的重大变化,积极研究

并提出加强检察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对策建

议.经过努力攻关,形成“１＋７”理论成果,包括１

个主报告和７个主要检察业务的子报告.

２４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加

强外部监督而创设的一种制度.２０１５年,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人

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人民监督员由司法行政

机关选任和管理,对检察机关查办的“十一类案件

或事项”进行民主监督.

２５ 十一类案件或事项:是指人民监督员对检

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施监督的具体情

形:一是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

的;二是超期羁押或者检察机关延长羁押期限决定

不正确的;三是违法搜查、扣押、冻结或者违法处理

扣押、冻结款物的;四是拟撤销案件的;五是拟不起

诉的;六是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赔偿

的;七是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形的;八是采取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违法的;九是阻碍律师

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十是应

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而不退还的;十一是职务犯

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

２６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是指最高人民检察院

为推进司法规范化、管理科学化,集中研发部署的

融办案、管理、统计于一体的全国四级检察院纵向

贯通、横向集成、资源共享的司法平台系统,对检察

机关每个办案环节设置明确的流程指引和预警功

能,对办案流程进行统一的规范化设计,对重要环

节实行节点控制,使案件从受理到办结全程网上运

行,程序公开透明,有效强化监督制约,保障严格规

范司法.

２７ 双挂职:是指检察机关和高等院校互派人

员挂职的制度,高校老师到检察机关业务部门担任

中层副职,检察业务专家到高校担任兼职教授或研

究生实践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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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１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选举骆惠宁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郭迎光、卫小春、李悦娥(女)、高卫东、岳普煜、李俊明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仁和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２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选举楼阳生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省

长,高建民、王一新、张复明、贺天才、刘新云、曲孝丽(女)、陈永奇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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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３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选举任建华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４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选举邱水平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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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５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选举杨景海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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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由山西省人民

检察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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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６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选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５５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于亚军(女)王卫星　　王安庞　　王利波

王　宏　　王启瑞　　王继伟　　王联辉

王斌全　　卢晓中　　卢　捷　　白秀平

白德恭　　冯改朵(女)成锡锋　　乔光明

刘本旺　　刘　美　　闫喜春　　汤俊权

孙大军　　李亚明　　李栋梁　　李俊林

李高山　　李效玲(女)李福明　　杨志刚

杨增武　　吴玉程　　张华龙　　张李锁

张高宏　　张　葆(女)张　锦(女)陈继光

陈跃钢　　赵向东　　赵建平(巡视办)

赵建平(省人大)　　　秦作栋　　袁　进

贾向东　　高新文　　郭玉福

郭金刚(回族)　　　　郭新民　　黄卫东

黄　巍　　梁若皓　　梁俊明　　董　岩

韩怡卓　　蔡汾湘　　熊继军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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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７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选出山西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７０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卫小春　　马瑞燕(女)王文保　　王立伟

王　成　　王金南　　王俊飚

王润梅(女)王娟玲(女)王雅丽(女)

牛三平　　双少敏(女)古小玉

申纪兰(女)田永东　　丛　斌

冯　冰(回族)　　　　冯　军　　邢利民

吕春祥　　朱晓东　　任建华　　刘予强

刘　正　　刘志宏　　刘宏新　　刘　锋

刘　鹤　　许小红(女)孙　涛　　李志强

李春生　　李秋喜　　李晋平

李桂琴(女)杨林花(女)杨振武　　杨景海

杨勤荣　　杨　蓉(女)吴　恒　　邱水平

辛　琰(女)张宏祥　　张建国　　陈振亮

武宏文　　武　涛　　郑连生

赵立欣(女)赵春雷　　郝　旭　　胡玉亭

姜四清　　姚武江　　骆惠宁　　栗翠田

贾樟柯　　高丙伟　　高建民　　高祥明

郭凤莲(女)郭迎光　　黄庆学

阎少泉(女)阎美蓉(女)董　林　　楼阳生

雷健坤(女)褚旭亮

以上当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由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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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代表议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五次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按照省委“一个指引、两手硬”思路和要求,紧紧围

绕实现“三大目标”、“法治山西”建设和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积极履行法定职权,依法向大会提出

议案.截止１月２７日晚６时,大会共收到代表十

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事原案１８件,均属于立法方

面的内容.其中,财政经济方面４件、教科文卫方

面１件、农业农村方面１件、城建环保方面５件、民

族宗教方面２件、社会管理方面５件.参与联名代

表２６８人次,涉及６个代表团.

依照地方组织法、代表法以及省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省人大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议案审查委员会于１月２８日晚８时召开

会议,对代表提出的议事原案逐件进行审查,认为

１８件议事原案案由明确、案据充分、方案具体,均

符合议案构成要件.内容涉及地方性法规制定、修

改和废止工作,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职权范围.

会议认为,１８件议事原案选题切合实际,质量

明显提高,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体现了代表对

我省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化转型综

改试验区建设为主线,全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高

度关注;体现了代表对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

保护和城市住房等民生问题的迫切要求;体现了代

表对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强烈

期盼.

经审查,将１８件议事原案全部立为议案,分

别是:

１、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

发展条例»的议案(０００１号)

２、关于制定«山西省质量促进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２号)

３、关于修改«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部分条款的议案(０００３号)

４、关于制定«山西省标准化条例»的议案(０００４

号)

５、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

例»的议案(０００５号)

６、关于修改«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６号)

７、关于修改«山西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７号)

８、关于修订«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并纳

入省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议案(０００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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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关于制定«山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９号)

１０、关于修改«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的

议案(００１０号)

１１、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１号)

１２、关于制定«山西省慈善条例»的议案(００１２号)

１３、关于废止«山西省城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３号)

１４、关于废止«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４号)

１５、关于修改«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５号)

１６、关于制定«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６号)

１７、关于制定«山西省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地生

态环境保护补偿办法»的议案(００１７号)

１８、关于修订«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议案

(００１８号)

议案审查委员会建议,经大会主席团审议通过

后,将以上议案交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有关专门

委员会在本次大会闭会后审议处理.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６２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弓　跃 卫小春 王　成

王旭明 王启瑞 王　珍

王继伟 王斌全 田喜荣

白德恭 冯云龙 冯建平

乔光明 乔建军 任建华

刘本旺 刘志宏 刘　杰

安雅文 孙大军 李仁和

李正印 李迎熙 李俊明

李效玲(女) 李悦娥(女) 吴玉程

吴汉圣 张吉福 张志川

张李锁 张茂才 张建欣(女)

张　葆(女) 陈永奇 陈振亮

陈继光 范丽霞(女) 罗清宇

岳普煜 周　然 赵向东

郝月生 胡玉亭 胡苏平(女)

骆惠宁 贾向东 高卫东

高建民 高新文 郭志刚

郭迎光 郭建明 郭康锋

席小军 黄晓薇(女) 黄　巍

商黎光 释昌善 楼阳生

廉毅敏 薛延忠

秘书长

　　胡苏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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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骆惠宁　　胡苏平(女)张建欣(女)周　然　　张茂才　　田喜荣　　刘　杰　　郭迎光

卫小春　　李悦娥(女)高卫东　　岳普煜　　李俊明　　李仁和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李仁和　　王　纯　　李体柱　　郝　权　　孙大军　　李福明　　汪　凡　　梁若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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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决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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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议程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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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和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

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

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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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八、选举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

九、选举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十、选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十一、选举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二、选举山西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十三、通过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十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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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惠宁同志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骆惠宁在讲话中指出,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开始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庄

严职责.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省委领导下,以对党和人民

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依法履职,勤勉扎实工作,不

断推动全省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把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山西推向前进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骆惠宁强调,省人大常委会今后工作,要注重

把握好五个方面: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政治方

向.高度自觉地维护习总书记在党中央、在全党的

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高度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引领方向、指导实践,高度自觉地接受

省委的领导.二要服从服务大局,突出履职重点.

把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人大工作的重要任务,

紧扣深化“供改”与深化“综改”有机结合这条经济

工作的主线,聚焦打造“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

三大目标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三大攻坚战,在促进全省转型发展上有新作

为.把服务和促进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作为人

大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权力的边

界,积极探索任命人员任后监督的新方法、新途径,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服务和促进法治山西

建设作为人大工作的重要职责,按照十九届二中全

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署,深入开展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

育活动,引导代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确保顺利

圆满完成宪法修改的崇高任务.三要把握特点规

律,增强工作实效.以提高质量为重点,加强和改

进地方立法工作,以增强实效为核心,加强和改进

监督工作,着眼中央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

实,做好重大事项决定和人事任免工作,使党的主

张和意图成为人民的共同意志,更好地把各方面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省委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四要

密切联系群众,增进人民福祉.加大议案建议办理

和督办力度,认真落实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实施

办法,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

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使国家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

谋利益、谋幸福.五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工作本

领,大兴学习之风,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着力

完善工作运行机制,持续改进工作作风,认真贯彻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我省实施办法,严格遵守

党的纪律和规矩,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骆惠宁强调,省人大机关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的要求,努力造就一支理想坚定、政治可靠、业务精

湛、作风优良、廉洁勤政的省人大机关干部队伍,不

断提高参谋助手和服务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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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

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也是省十三届人大及其常

委会依法履职的起步之年.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

总体要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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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

实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十一届省委历次全会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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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推动形成“政治生态持

久的风清气正,转型发展持久的强劲态势”,奋力建

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

能源革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

地”,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三大攻坚战,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扎实做好立法、监督、决

定、任免、代表等各项工作,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全

面提高人大工作水平,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山西篇章作出新贡献.按照这一总体要求,提

出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如下.

一、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

１ 牢牢把握立法工作总体要求.坚持党对立

法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确定的立法工作

目标任务,立法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及时向省

委请示报告.坚持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加强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

立法,突出地方特色,注重有效管用.着眼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研究编制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统筹安排今后五年立法工作,为不断开创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２ 认真落实年度立法计划.全年安排立法项

目１３件,其中正式项目９件、预备项目４件.９件

正式项目包括制定«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山

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山西省开发区管理条

例»,修订«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山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山西

省防震减灾条例»«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山西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集中修正«山西省安全生产

条例»«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山西省城乡规划条

例»«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例».

３ 做好报批法规审查工作.加强设区的市人

大常委会向省人大常委会报批法规审查工作,提前

介入法规草案修改工作,及时解决法规草案的合法

性问题和立法工作中的难点、重点问题.继续加强

立法指导和业务培训工作,提高设区的市人大常委

会的立法能力和水平,保证报批法规质量.

４ 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继续健全和完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加

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常

委会组成人员在立法中的主体作用.有关部门起

草的法规草案,相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委员

会要提前介入、积极督促,确保按照立法计划及时

组织起草法规草案,如期提请审议.继续加强法规

评估工作的探索、研究,将审议的法规同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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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结合起来.切实履行好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

职责.

５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严格

落实立法公开、立法论证、立法评估、立法听证四个

重要立法工作规定.加强立法研究咨询基地、立法

咨询专家库、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管理和建设,通过

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及时就法规草案深入征求

意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

继续通过各类新闻媒体和人大网站向社会公布立

法事项.使每一项立法都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

拥护.

二、加强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

６ 围绕全省大局加强监督工作.坚持正确监

督、有效监督,突出问题导向,紧紧围绕“示范区”

“排头兵”“新高地”三大目标和坚决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开创

全省转型发展新局面,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

工作报告１４项,开展执法检查１项,开展专题询问

和专项工作报告满意度测评各１项,促进“一府两

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７ 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监督.听

取和审议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省“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着力

推动结构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围绕推动

创新发展,听取和审议全省电力体制改革情况报

告.围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听取和审议全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

面推进“三农”发展情况报告.积极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根据省委安排,协同省政府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实施办法,并适时听取全省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８ 加大对财政预算决算的监督力度.密切关

注全省经济运行,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

查和监督,听取和审议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预算

调整和决算报告,审查批准预算调整方案和决算,

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报

告.加强和改进预决算审查监督工作方式,落实

«关于完善人大预决算和审计监督工作机制的意

见»«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省人

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持续推进全省预算联

网监督建设,制定并实施«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

联网监督系统管理暂行办法».成立预算审查专家

咨询组,建立专家决策咨询机制.扩大预算联网监

督范围,实现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预算联网监督系

统建设和使用全覆盖.做好«山西省预算监督条

例»修订的相关工作.

９ 加强对法治山西建设、民生保障改善的监

督.围绕促进法治山西建设,听取和审议关于全省

法院民事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围绕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听取和审议全省学前

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围绕“美

丽山西”建设,开展«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

护条例»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７年度全省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

询问.以“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山西”为主题,

继续开展“三晋环保行”活动.

１０ 依法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着力加

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按照“有件必备、有备

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开展备案审查工作,

健全审查机制,严格审查标准,强化审查责任,加快

向全国人大报备地方性法规信息平台建设步伐,坚

决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和国家法制统一.

１１ 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根据中央有关

精神,加快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制定«山西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省人大代表反映或转递的群众信访

事项办理办法»«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各机构转递的群众信访事项办理办法».

积极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网上信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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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健全和完善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加强对信访

突出问题的分析研究,更好服务常委会依法履职.

１２创新完善监督方式方法.借鉴全国人大和

各省(区、市)人大成功做法,认真落实专题询问办法

和监督司法工作办法,进一步探索完善专题询问、专

项工作报告满意度测评组织方式和工作机制,增强

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专题询问和专项工作报告满

意度测评常态化、规范化.在执法检查及“三晋环保

行”活动等工作中,坚持和拓展各级人大联动机制,

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提升监督实效.完善常委会

会议审议意见督促研究处理机制,加强跟踪监督,切

实解决问题.继续邀请公民旁听常委会有关监督议

题的审议,积极探索网络监督新模式,把常委会重要

监督事项通过新闻媒体和人大网站等网络平台向社

会公开,不断增强监督实效和透明度.

三、加强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工作,推动省

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１３ 对重大事项适时作出决定.坚持党的领

导和人大依法决定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全省改革发

展稳定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有计划地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依法作出决议决

定.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进一

步明确各类重大事项范围及决定程序,提高行使重

大事项决定权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１４ 做好人事任免及任后监督工作.坚持党

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有机统一,郑重行使人事任

免权,确保圆满实现中央和省委人事安排意图.强

化对常委会任命干部履职情况的监督,保证人民赋

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围绕全国人大对

相关法律制度修改,及时启动«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人事任免办法»«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方案»的

修改工作.

四、加强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１５ 深化和拓展服务代表工作.坚持和尊重

代表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服务代表的意识.及时

向代表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保障代表知情知政、

依法履职.继续做好邀请代表列席省人大常委会

会议,参加常委会执法检查、立法调研、专题询问等

活动,使人大常委会真正成为代表作用发挥的平台

和依法履职的阵地.

１６ 加强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深入落实常

委会组成人员分工联系代表制度,结合省人大换届

实际,提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工联系

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完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

构重要工作向代表通报制度,探索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各机构与代表密切联系的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常

委会与代表的联系.

１７ 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关于

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的实

施办法»实施情况开展督查,进一步规范、完善代表

联系人民群众的平台渠道和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代

表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和诉求的处理机制.完成省

人大代表活动小组的编组工作,协助代表小组建立

代表活动室,推动代表小组自选专题开展活动,更

好地发挥代表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方

面的优势和作用.

１８ 加强新任代表履职培训.落实代表初任

培训制度,会同省委组织部,组织我省新当选的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通报国民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好准备.委托各市人

大常委会对本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进行初

任培训,学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宪法和有关

法律,为代表依法履职打好基础.举办省人大代表

活动小组召集人培训班.

１９ 提高议案建议办理质量.健全议案建议

办理机制,推动建议承办单位加强与代表沟通联

系,扩大代表视察办理工作参与面,扩大面商范围,

提高面商率.改进督办方式,加大督办力度,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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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完善建议办理电子信息系统,探索开展

办理过程公开、办理结果通报、办理情况满意度测

评,努力提高办理效率和质量.

２０ 完善代表履职监督激励机制.推动各选

举单位健全代表履职档案,详细登记代表出席会

议、提出议案建议、参加闭会期间活动、密切联系选

举单位和人民群众、自觉向选举单位述职等情况,

作为代表履职考核重要基础.完善代表信息和履

职管理平台,继续选择部分代表的履职情况进行通

报.积极探索和逐步建立代表履职考核制度,组织

各选举单位报送省人大代表年度联系人民群众、执

行代表职务情况.做好评选表彰履职优秀省人大

代表、优秀代表议案建议、办理代表建议先进单位

的调研工作,为开展评比表彰做好准备.

五、加强基层人大工作和建设,提升全省人大

工作整体水平

２１ 持续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积极推

动全国人大和省委关于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推进

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对«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机

构建设的若干规定»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推

动各项措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加强和规范县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人大工委的工作,做

好制定«山西省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

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前期准备工作.

２２ 加强对基层人大的指导.继续加强与基

层人大的工作联系、工作交流、工作协同,依法进行

监督和指导,积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指导

和帮助设区的市人大加快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

加强对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

指导,推动全省人大工作共同发展.

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２３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重点,联系人大工作实际,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夫,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

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和权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引领方向、指导实践,切实提高做好人大工作的

政治站位和理论水平.

２４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加强常委会党组

和机关党组建设,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

讲政治,确保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

觉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强化“一岗双责”,及时补

选部分支部书记和副书记,严格落实管党治党主体

责任,全面加强机关“三基建设”.全力支持省纪委

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聚焦主责主业、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自觉接受纪检监察组监督.认真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我省实施办法和常委会机关实施细

则,扭住“四风”持续发力,重点防止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抬头,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召开机关党建

工作会议和党风廉政建设大会,组织开展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纪念活动等.

２５ 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认真贯彻落实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健全完善系统

科学、有效管用的干部选拔长效机制.加大机关内

部轮岗交流力度,使干部在不同岗位增长才干.坚

持把“六型机关”建设作为提升干部队伍能力和机

关工作效能的重要抓手,努力打造信念坚定、为民

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人大干部队

伍.继续办好常委会专题讲座,拓展常规性培训,

推进网上在线学习,组织好选学培训,全面统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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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调训.充分发挥机关群团组织作用,利用“职工

之家”“青年之家”“妇女之家”三个平台,青年书法

班、机关公文写作培训班、读书写作兴趣班、职工运

动会等有效载体,激发干部职工学习和工作热情,

促进干部全面发展.

２６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紧紧围绕开创

全省转型发展新局面和加强法治山西建设,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今年,各机构围绕年度立法计划开展

１３项立法调研、１项执法调研、２１项专题调研,各

机构还安排１１项重点任务,为常委会依法履职提

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

２７ 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依托常委会

智库,开展人大理论与工作研究,努力形成一批有

影响的研究成果.紧紧围绕常委会工作重点,进一

步整合宣传资源,在体制机制、队伍建设上下功夫,

不断增强人大新闻宣传感染力、吸引力.积极筹备

适时启动“基层人大工作和代表风采三晋记者行”

活动,努力打造人大宣传新品牌.人民代表报、«山

西人大»进一步优化栏目、扩容提质,增强可读性.

推进机关内外网建设,强化网络作用发挥,促进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深入人心.

２８ 加强对外联系与交流.进一步密切与全

国人大的联系,协助全国人大做好法律草案征求意

见、执法检查、专题调研、代表联络、信访等工作;加

强省人大常委会与外国地方议会的交流,密切与兄

弟省(区、市)人大常委会的联系,加强与省“一府一

委两院”的沟通.加强对市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

指导和支持,密切工作协同,形成人大工作整体合

力.全年举办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省人大代表和

人大机关干部等１４个培训班.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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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秦作栋、汤俊权、张世文、周世经为山西省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蔡汾湘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

成斌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李福明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工作委员会主任;

刘有智、王进喜、尹天五、冯睿、谭继海为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冯改朵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任;

李洪、刘钢、郭艳成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李栋梁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工作委员会主任;

郭新民、乔锦瑞、高建平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高宏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主任;

李高山、陈跃钢、张国富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安庞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

事工作委员会主任;

贾雪峰、吕明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

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卢晓中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任;

董岩、刘晓东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

梁若皓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张拯瑜、秦钟、张晋仁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

究室副主任.

叶增强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

吴明禄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副局长.

原任上届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

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信访局局长、副局

长,未提名本次会议任命的,即予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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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楼阳生省长的

提名

决定任命:

王　纯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姜四清为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李晓波为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吴俊清为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谢　红为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刘新云为山西省公安厅厅长;

薛维栋为山西省民政厅厅长;

薛永辉为山西省司法厅厅长;

武　涛为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卢建明为山西省人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厅长;

周建春为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董一兵为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厅长;

王立业为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闫晨曦为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常书铭为山西省水利厅厅长;

乔建军为山西省农业厅厅长;

任建中为山西省林业厅厅长;

韩春霖为山西省商务厅厅长;

刘润民为山西省文化厅厅长;

李凤岐为山西省卫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主任;

王　亚为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武绍忠为山西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

向二牛为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厅长;

盛佃清为山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

原任上届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未提名本次会议任命的,即予

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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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依据组任字〔２０１８〕６１号、中纪组〔２０１８〕９号

和省委晋干字〔２０１８〕５３号通知、任建华主任的提名

任命:

陈学东、郝权、孟萧、曾庆勇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何青、王帅红、王成禹、孙京民、王海林、荣奋刚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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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命议案

二、审议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命议案

三、审议省监察委员会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命议案

四、征求对«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的意见(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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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是:一、审议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命议案;二、审议省

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命议案;三、审议省监

察委员会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命议案;四、征求对

«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的意见(书面).

２月１日上午,本次常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主持.他就本次

会议的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

会议听取了被提请任命人员王纯、姜四清、李晓

波、吴俊清、谢红、刘新云、薛维栋、薛永辉、武涛、

卢建明、周建春、董一兵、王立业、闫晨曦、常书铭、

乔建军、任建中、韩春霖、刘润民、李凤岐、王亚、武

绍忠、向二牛、盛佃清作的供职发言.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免

议案;征求对«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的

意见.

２月１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

任命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向通过任命的省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秦作栋、汤俊权、张世文、周世

经;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蔡汾湘、副主任成斌;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福明,副主任

刘有智、王进喜、尹天五、冯睿、谭继海;农村工作

委员会主任冯改朵,副主任李洪、刘钢、郭艳成;城

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李栋梁,副主任

郭新民、乔锦瑞、高建平;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

任张高宏,副主任李高山、陈跃钢、张国富;民族宗

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安庞,副主任贾雪

峰、吕明;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卢晓中,副主任董

岩、刘晓东;研究室主任梁若皓、副主任张拯瑜、秦

钟、张晋仁;信访局局长叶增强、副局长吴明禄;省

人民政府秘书长王纯、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姜四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晓波、省教

育厅厅长吴俊清、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谢红、省公安

厅厅长刘新云、省民政厅厅长薛维栋、省司法厅厅

长薛永辉、省财政厅厅长武涛、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厅长卢建明、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周建春、省

环境保护厅厅长董一兵、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

长王立业、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闫晨曦、省水利厅厅

长常书铭、省农业厅厅长乔建军、省林业厅厅长任

建中、省商务厅厅长韩春霖、省文化厅厅长刘润

民、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凤岐、省审计

厅厅长王亚、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武绍忠、省煤

炭工业厅厅长向二牛、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盛

佃清;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陈学东、郝权、孟萧、曾

庆勇,委员何青、王帅红、王成禹、孙京民、王海林、

荣奋刚颁发了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

同志分９批进行了集体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３人,实出席

６１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副主任郭迎光、

卫小春、李悦娥、高卫东、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

李仁和,委员于亚军、王卫星、王安庞、王利波、王

宏、王启瑞、王继伟、王联辉、王斌全、卢晓中、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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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白秀平、白德恭、冯改朵、成锡锋、乔光明、刘本

旺、刘美、闫喜春、汤俊权、李亚明、李栋梁、李俊

林、李高山、李效玲、李福明、杨志刚、杨增武、吴玉

程、张华龙、张李锁、张高宏、张葆、张锦、陈继光、

陈跃钢、赵向东、赵建平、秦作栋、袁进、贾向东、高

新文、郭玉福、郭金刚、郭新民、黄卫东、黄巍、梁若

皓、梁俊明、董岩、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出席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孙大军、赵建平请假未出

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高建民,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陈学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邱水平,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

员,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负责人,省政府有关

部门负责人,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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