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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通过的«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通过的«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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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旅游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通过的«大同市旅游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旅游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通过的«大同市旅游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

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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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忻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忻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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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长治市城市绿化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城市绿化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长治市城市绿化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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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通过的«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通过的«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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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请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已经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第十

四次、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现决定提请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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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郭海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定

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大会筹备组总负责人郭迎光２

次主持召开筹备工作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

议、主任会议专题研究有关事项,省委常委会听取

筹备工作情况汇报,楼阳生书记就开好大会提出明

确要求.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有力推进.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出大会指导思想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

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历

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任务,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团结和动员全省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抓实

干、锐意进取,坚持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

创新为上,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起、高标准保

护、高品质生活,为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夺

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二、拟定大会议程和日程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共安排八项

内容:一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

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三是审查和批

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

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

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四是

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五是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提请审议«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的

议案;六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七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八是选举及其他事项.

根据会议议程草案,会议正式会期５天,工作日

程共安排７天.其中,１月１１日下午报到,召开召集

人会议.１２日上午召开各代表团会议,下午召开预

备会议、省“两会”党员代表委员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１３日上午举行“向申纪兰学习,做人民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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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宣讲报告会,研读«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

案)»,下午大会开幕.１８日上午大会闭幕.大会期

间共安排５次全体会议、５次主席团会议、５次全团

会议、４次分组会议.

会议议程草案已经省委常委会议同意,经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后

实施.

三、提出大会有关名单和选举办法、表决议案

办法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省十三届人

大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后实有代表５４９名,出缺３

名.经本次常委会会议确认１４名代表资格终止、

确认１３名补选的代表资格后,届时实有代表５４８

名,出缺代表４名.

大会列席人员９２１名,含省政协委员５４４名;

大会旁听人员９名.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经与有关方面协商,提出

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

员、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临时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及临时党支部成员、

总监票人、总计票人、列席及旁听人员１２个名单草

案;制定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和表决议案办法草

案,已报请省委批准.

四、组建大会工作机构

大会设秘书处,大会秘书长拟由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担任,会前以筹备组总负

责人身份领导大会筹备工作.大会副秘书长拟由

郭海刚、王纯、梁克昌、孟萧、李凤岐、张羽、汪凡７

位同志担任.大会秘书处下设会务组、总务组、组

织组、会风会纪监察组、法规组、财经组、议案建议

组、资料组、新闻组、简报组、保卫组、信访组１２个

工作机构.设４个住地联络组.

五、安排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法规审议和计划

预算审查

代表议案建议继续实行网上办理.会议期间,

召开２次议案审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部署议案建议

审查工作,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议案审查报告.起草

代表建议综合分析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和拟重点办

理代表建议的意见.会后召开会议集中交办代表

议案建议.

法规组收集整理代表对«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按照程序提出条例草案

修改稿、表决稿和审议结果报告.更加广泛地征求

代表意见,凝聚代表智慧,提高法规质量.

财经组督促有关部门按照会议要求报送材料,

召开计划预算初审和审查会议,提出计划预算审查

报告.

六、部署大会安全保卫和信访工作

保卫组按照“统一指挥、属地负责、条块结合、

密切协作、内紧外松”的原则,成立８个专门工作

组.严格值班备勤,加强应急处置,做到六个“坚决

防止”,确保大会期间全省社会治安稳定和大会各

项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信访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在抓好一般信访工作的同时,重点

抓好集体上访和上访老户稳定、分流工作.畅通信

访渠道,重大信访问题专人接待.制定«非接待场

所信访工作应急预案»,明确大会会场、主席团会场

和代表团住地不接待上访群众、不受理信访事项、

不处理信访问题.１２月１８日,以省委、省人大常

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办公厅名义联合下发«关于做

好全国和省“两会”期间信访工作的通知».计划在

１月上旬召开全省“两会”信访工作视频会议,１月

１１日召开各代表团随团信访负责人会议,部署大

会期间信访工作.

七、明确大会宣传报道工作要求

大会宣传报道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

主的方针和“三贴近”的原则,努力营造团结奋进、

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在做好传统媒体宣传报道

的基础上,强化网络和新媒体宣传,扩大传播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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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大会秘书处共安排２次新闻发布,会前介绍大

会筹备情况,会后通报会议取得的成果.会议期

间,中央驻晋、香港驻晋、省内媒体及记者采访报道

大会.开幕、闭幕全体会议在山西广播电视台、黄

河新闻网进行现场直播.

八、加强大会后勤保障工作

预备会议、省“两会”党员代表委员会议、全体

会议、宣讲报告会会场安排在山西大剧院大剧场.

主席团会议、召集人会议会场安排在省人大常委会

会议厅.新闻发布会会场安排在省人大会议中心

多功能厅.

代表团住地安排在晋祠宾馆、丽华大酒店、湖

滨国际大酒店、龙城国际饭店.其中,大同、朔州２

个代表团在晋祠宾馆,吕梁、阳泉、晋城、临汾４个

代表团在湖滨国际大酒店,太原、忻州、晋中、长治

４个代表团在丽华大酒店,运城、解放军２个代表

团在龙城国际饭店.

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工作人员安排在省人

大会议中心和山西大酒店.

会务组和总务组按照精心组织、规范准确、严

谨细致、密切配合、热情周到、保障有力的工作要

求,全力做好各项会务和餐饮、住宿、交通、医疗、食

品检疫等服务工作.今年增加晋祠宾馆作为代表

团住地,保证每一位代表单独安排一间住房,更好

保障代表依法履行职务.

住地联络组负责代表团、住地和大会秘书处的

联络、协调及工作落实.代表团住地设立医疗就诊

点、食品安全监督小组、误餐人员就餐点,实行２４

小时值班制度.

九、严明大会纪律和工作要求

大会制定«省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会风会纪

“十不准”»,召开会风会纪监察工作会,明确各代表

团团长为落实会风会纪“第一责任人”,压实主体责

任;各代表团指定１名会风会纪联络员,具体落实

会风会纪方面的规定要求.设立会风会纪监察举

报接待室,畅通“１２３８８”“１２３８０”举报受理平台,及

时受理有关会风会纪方面的反映.加强对参会人

员和工作人员遵守会风会纪的监察检查,加大明察

暗访力度和频度,及时发现并处理违反会风会纪的

人和事.

大会坚决反对“四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及我省实施办法.严格会议纪律,严格会议请

假制度和住会制度.坚决杜绝会议期间吃请请吃,

不得组织和参与与会议无关的活动;坚决杜绝携带

手机、摄像器材进入大会会场,媒体记者按照新闻

组有关规定办理;坚决杜绝大会会场随意走动,严

禁会场外抽烟和喧哗.切实保障全体会议、审议和

大会选举三个重点,切实强化报到、参会、就餐、住

宿四个环节的监督检查,确保会议风清气正.

目前,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进

展顺利.大会筹备组将以大会指导思想为统领,坚

定政治站位,提高工作标准,依法依规办事办会,确

保筹备工作零盲点、零差错、零失误,确保会议各项

活动务实、节俭、高效,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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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张高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托,就省十三届人大个

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情况报告如下: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２０１９年４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时,实有代表５４９

名,出缺３名.

２０１９年４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以后,大同市选举的郭胜清,朔州市选举的高键,长

治市选举的胡军,临汾市选举的任建华,解放军选

举的张解立,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根据代表法规

定,上述５位代表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２０２０年１月,太原市选举的曾庆勇、弓跃,朔州市

选举的陈耳东,忻州市选举的王建廷,吕梁市选举的

郝月生,晋城市选举的秦李芳,临汾市选举的刘予强,

运城市选举的李曾贵、齐海斌,向选举单位提出辞去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太原、朔州、忻州、吕

梁、晋城、临汾、运城７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召开会议,

决定接受本选举单位的代表辞去代表职务.根据代

表法有关规定,上述９位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

近日,太原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王鹏、张明星,朔州

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吴伟、熊燕斌,吕梁市人大常委会

补选吕岩松、刘振国,晋中市人大常委会补选赵庆华、

常书铭,临汾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王拥军、董一兵,运城

市人大常委会补选丁小强、刘培平,解放军驻晋部队

联合选举单位补选于亮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国人

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等有关规定,对王

鹏等１３名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

１３名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现经主任会

议研究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确认并予以公告.

截至目前,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实有５４８名,出

缺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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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列席人员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一、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３７人)

马瑞燕(女) 王文保 王俊飚

王润梅(女) 王娟玲(女) 王雅丽(女)

牛三平 双少敏(女) 申纪兰(女)

田永东 冯　冰(回族)邢利民

吕春祥 刘予强 刘　正

刘宏新 许小红(女) 孙　涛

李志强 李秋喜 李晋平

李桂琴(女) 杨林花(女) 杨　蓉(女)

辛　琰(女) 张宏祥 张建国

郝　旭 姚武江 栗翠田

高丙伟 高祥明 郭凤莲(女)

黄庆学 阎少泉(女) 阎美蓉(女)

董　林

二、驻晋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７人)

妙　江　金智新(满族)　昝宝石　栗桂莲(女)

龚永德　韩清华(女)　　焦斌龙

三、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１５人)

吴俊清　　省教育厅厅长

张新伟　　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

薛维栋　　省民政厅厅长

薛永辉　　省司法厅厅长

卢建明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厅长

潘贤掌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王立业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闫晨曦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陈耳东　　省水利厅厅长

乔建军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王宏晋　　省商务厅党组书记

武　晋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冯　征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

薛军正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王　亚　　省审计厅厅长

四、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１人)

卢功勋

五、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政治委员(２人)

曾友成　　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

李清涛　　武警山西总队政治委员

六、省委副秘书长(４人)

宋　伟　王成禹　宋惠民　宋红波

七、省委工作机关和省委工作机关管理机关负责人

(８人)

董晓林　　省委网信办(省网信办)主任

李建刚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曹荣湘　　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台办、港澳

办)主任

何　青　　省委巡视办主任,省纪委常委、省监

委委员

张晓峰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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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

张　峻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明办

主任

景广学　　省委机要局(省国家密码管理局)

局长

郝永明　　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省国家保

密局)主任(局长)

八、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１人)

顾昭明

九、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副主任、局长、副局

长、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２９人)

阎默彧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　钧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段宝燕(女)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有智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王进喜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尹天五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王岳红(女)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谭继海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程银锁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　钢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郭艳成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志刚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高建平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李　鑫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吕　明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陈腊平(女)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张拯瑜　　研究室副主任

孙剑纲　　研究室副主任

叶增强　　信访局局长

吴明禄　　信访局副局长

郑秋喜　　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王春光　　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李秋和　　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高在前　　农村工作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秦　钟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一

级巡视员

连慧峰　　预算工作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胡亚南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二

级巡视员

刘大军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沈淑华(女)研究室二级巡视员

十、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１人)

王李平

十一、省法院副院长、太铁中院院长(４人)

管应时　方剑锋　翟瑞卿　许文海(太铁中

院院长)

十二、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太铁分院检察长(４人)

崔国红　闫绪安　苑　涛　姚江华(太铁分

院检察长)

十三、省政府副秘书长(６人)

张文栋　韩春霖　梁敬华　高建军　王延峰

丁纪岗

十四、省政府直属机构负责人(８人)

李海渊　　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赵晓春　　省体育局局长

张晓东　　省统计局局长

梁克昌　　省信访局局长

刘润民　　省文物局局长

霍红义　　省人防办主任

刘志杰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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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雨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

十五、省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负责人(４人)

王云龙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锁成　　省司法厅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

局长

贠亚明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郭丙福　　省交管局(省交警总队)局长(总

队长)

十六、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副秘书长(２人)

张　羽　汪　凡

十七、省管事业单位负责人(２６人)

刘英魁　　山西广播电视台台长

张志仁　　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

院)院长

赵春明　　山西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山西

农业大学(省农业科学院)校长

(院长)

张晓光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山西社会主

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韩　红(女)省档案馆馆长

王学军　　省煤炭地质局局长

彭东晓　　省地质勘查局局长

王辇奎　　省专用通信局局长

王宇魁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主任

王拥军　　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卫继周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级政府

采购中心)主任

李德胜　　省测绘地理信息院院长

胡钢成　　省公路局局长

王进仁　　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

赵丽华　　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主任

王振海　　省煤炭基本建设局局长

赵新利　　省投资咨询和发展规划院院长

张　涛　　省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

李荣山　　省人民医院院长

赵　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吴　华　　山西白求恩医院院长

艾凌宇(女)省投资促进局局长

常建忠　　省禹门口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

薛春生　　省就业服务局局长

孔宪江　　省社会保险局局长

张元成　　山西博物院院长

十八、省人民团体负责人(７人)

郭　健　　省文联主席

杜学文　　省作家协会主席

陈河才　　省贸促会(山西国际商会)会长

狄重阳　　省供销社主任

卫　国　　省残联理事长

张云泽　　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

郑　红(女)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十九、中央驻晋单位负责人(３５人)

张峻华　　省国家安全厅厅长

郭星全　　省地震局局长

梁亚春　　省气象局局长

房倚天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所长

耿　涛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院长

赵东辉　　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

李建东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山西分公司总

经理

翟因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李　军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山西分公

司总经理

李志强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庄　军　　审计署太原特派办特派员

王俊启　　大唐山西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全民　　山西黄河河务局局长

邹嘉宏　　中国信达山西分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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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伟　　中铁十七局董事长

孔晓湘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张文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省分公司副总经理

朱春雷　　中国民用航空山西安全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

黄　河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董

事长

黄　锋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局长

刘瑞平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宋津喜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红保　　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局长

王来保　　山西储备物资管理局局长

季建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程岩峰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山

西分公司副总经理

刘旭伟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

张国宏　　中国石油山西销售公司总经理

张庆增　　财政部山西省监管局局长

曹志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朗　岩　　华能山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

徐建伟　　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柳树林　　山西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王　萍(女)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行长

秦栋岭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行长

二十、在并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负责人(５人)

王茂盛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创民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国彪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樊安顺　　省黄河万家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忠和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二十一、在并省属文化类企业负责人(５人)

王　雷　　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高　巍　　山西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高晓江　　山西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贺建平　　山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李　伟　　山西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二十二、在并省属金融类企业负责人(１人)

梁晓军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

二十三、在并本科院校负责人(６人)

黄桂田　　山西大学校长

杨述平　　太原工业学院院长

李　伟　　山西传媒学院院长

张惠选　　山西警察学院院长

齐利平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校长

武东升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二十四、省政府驻外办事处主任和省援疆前方指挥部

总指挥(６人)

董　飚　　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韩　侠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魏成生　　省政府驻天津办事处主任

刘亚林　　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

李　格　　省政府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丁永平　　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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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机关党组书

记(１１人)

李发平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郭普跃　　大同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兰军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刘雁斌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杨允强　　晋中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利军　　阳泉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牛金生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学琦　　晋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苏文龙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赵振国　　运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曹占贵　　朔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

二十六、设区的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代主任、主任候选

人(１１人)

周计伟　　太原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

梁晓旭　　大同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孟贵芳　　朔州市监察委员会代主任

范晋昌　　忻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徐德峰　　吕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

丁利军　　晋中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吴纪平　　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谷　明　　长治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那志茂　　晋城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曹晓亮　　临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

周跃武　　运城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二十七、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９人)

白永旺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白险峰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硕才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史红波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明华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原占斌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于昌明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周太生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高文君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二十八、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１人)

宁建新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段运生　　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原维宁　　朔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东曙　　忻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郭　鸿　　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南世勤　　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王廉允　　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赵雅清(女)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世荣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马红彬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崔　峰　　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十九、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１０７

人)

王建文　　小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张　霞(女)迎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金林平　　尖草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振鹏　　万柏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张　刚　　古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晋涛　　清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　勇　　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永魁　　娄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丽萍(女)平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杰　　云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近源　　云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志强　　左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晓红(女)阳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世清　　天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志海　　浑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索根生　　灵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苑在雨　　广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杰　　朔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焦　文　　平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万波　　怀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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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成　　山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玉儒　　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傅存新　　右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宁康平　　忻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尚茂生　　原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曲建成　　定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永平　　五台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郭万国　　代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姚力山　　繁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贺玉　　宁武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秦文明　　静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建国　　神池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靳海珍　　五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玉春　　岢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晓兰(女)河曲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任清泉　　偏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义祥　　交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九聪　　文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白小勤　　汾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殿生　　孝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隰平　　交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文军　　石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喜旺　　中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建喜　　柳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俊禄　　离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少利　　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白鹏昊　　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尹永平　　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贺新众　　方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鹏飞　　榆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　宇　　介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儒林　　左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祥书　　和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显鸣　　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成元　　寿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游大庆　　太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卢建华　　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雷新平　　平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世强　　灵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保存　　阳泉市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彦军　　阳泉市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进勇　　阳泉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郝建国　　平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武润珍　　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耀华　　潞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彩虹　　潞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贵兴　　屯留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成枝　　长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卫　明　　壶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忠义　　平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卫斌　　黎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军印　　武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崔玉彪　　襄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光清　　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宏斌　　沁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靳水生　　泽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志刚　　高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保国　　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立新　　陵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沁林　　沁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午生　　尧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兴民　　侯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占平　　霍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　伟　　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伦　　翼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凡　　浮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安民　　襄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玉龙　　洪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建辉　　安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金虎　　古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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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魁　　汾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金庄　　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晓民　　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新平　　大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　静(女)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连青　　永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一民　　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　明　　永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凯旋　　河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莉(女)临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政光　　万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逯光耀　　闻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　晓　　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社院　　垣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永林　　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孝木　　平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姚广升　　芮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三十、十二届省政协委员(５４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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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个别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辞职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经省委研究,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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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定,接受李高山、杨增武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省人民代表大

会备案.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李凤岐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免去:

陈跃钢的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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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刘志宏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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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振新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林武代省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张新伟为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王宏晋为山西省商务厅厅长.

决定免去:

谢红的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职务;

韩春霖的山西省商务厅厅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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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孙洪山院长的

提名

任命:

杨宏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

高文君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免去:

许文海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职务.

另依据省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孙洪山院长的

提名

免去:

成崇宁的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务;

王伟的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

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孙洪山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任免审判人员５人.其中,任命杨宏为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高文君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免去许文海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院长职务,成崇宁的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

务,王伟的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职务.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

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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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依据省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

海检察长的提名

免去:

王海林、刘夏平、刘宏元、郭盈朝、杨森浩、李志

勇、雷建国、贺志刚、王芳、宁风、李晓玲、王全喜、刘

新春、刘天富、张晓丽、张晓东、卫步云、张奋涛、李

峰、张茜、王凯峰、刘恒、胡铁牛、雷幸旺、齐向荣、梁

雅俊、张佩玲、赵爱萍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魏福臣、刘建国、姜忠市、祁亮、郭斌、王光宏、

陈晓冉、吴杰、张建勇、王俊鸽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

分院检察员职务;

宋新春、陈晨、韩燕、刁柯、赵伟、王曼的太原铁

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李金凉、刘新远、张海珍、张宇、李强的大同铁

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孙永进、张正明、王国勤、陈静、赵晓俊、于晨霞

的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免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免去检察人员职务５５人,其中免去省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２８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检察员职务１０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６人,大

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５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６人.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免

职人员的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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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友亭受省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分组

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上半年,省政府认真贯

彻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对照年初省人代会确定

的目标任务,统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

省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全省经济总

量、增速实现“双跃升”,成绩来之不易.常委会组

成人员对报告表示赞成,对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在执行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常委会组成人员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

清醒地认识到,我省的外部发展环境不确定因素仍

然较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不合理,财政收入增速

放缓,生态环保和节能降耗工作压力较大.做好下

半年的工作要根据中央部署,围绕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应对发展

中存在的风险和挑战,全力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

务.为此,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加快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在转型

升级上取得突破.要以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为

契机,在提高能源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构建清洁低

碳用能模式、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制改

革、扩大能源对外合作等方面取得突破,争当全国

能源革命排头兵.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注重文旅融合,统筹规划文化旅游

产业,关注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改善投资结构,培

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激发消费潜能,促进动高质量

转型发展.

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三大变

革”.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政府科技投入

力度,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能源革命领域.强

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新型研发机

构,健全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

创新机制,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以应用为导

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以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我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

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进项目建设.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公开透明、可

预期和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以企业投资项目

承诺制改革为抓手,政府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项

目落地提供便利.发挥重大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加

快已签约项目落地建设.保护和调动好各类企业

及企业家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投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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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构建污染防治长

效机制.全面提升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引导社会公

众有序参与污染治理,构建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强

化环保政策措施落实,加大问责力度,着力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环境污染的困局,

补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短板.

五、扎实做好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积

极应对由于夏粮减产、干旱等因素对农业生产造成

的影响.持续发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确保年度

目标顺利完成.密切关注物价上涨态势,落实好临

时补贴政策,防止居民日常消费价格出现大幅波

动.稳定和扩大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发改

委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办理情况的

报告

４山西省人大财政 经 济 委 员 会 关 于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９〕８１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友亭受省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分组审

议.对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经８月２１日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

求意见后,于１０月２０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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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发改委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

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９〕８９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９〕８１号)收悉.

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发改委会同省科技厅、省

工信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挺、省农业厅、省文

旅厅、省审批服务管理局、省能源局、省扶贫办、山

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等部门,认真研究处理«审议

意见»中提出的意见建议.经省政府同意,现报上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

支持.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附件３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办理情况的报告

晋发改综合字〔２０１９〕２５９号

　　按照«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

办函〔２０１９〕８１号)的批示要求,省发改委会同省科

技厅、省工信厅、省人社厅等部门对«审议意见»进

行认真研究,并已征求省人大财经委意见,提出贯

彻落实建议.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在“加快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在转

型升级上取得突破”方面

(一)扎实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深入贯彻全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动员部

署大会精神,加快推动«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行动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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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任务清单»重点任务落实落地,集中力量推

进１５项变革性、牵引性、标志性重大举措,全力争

取试点工作尽快破题.

(二)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贯彻好即将召开的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精神,落实«山西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以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轨道交通、生物医

药、现代煤化工、新材料等为重点,加快发展一批支

柱性制造业,以电子信息制造、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增材制造、节能环保等为重点,培育一批高

成长性制造业.加快钢铁、有色、焦化、建材、食品

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用好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

示范省支持政策,加快大同通用航空发展示范市建

设,推动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通航装备制造项

目落地.推进煤－电－铝镁－材一体化试点,建设

吕梁铝镁新材料产业园区.组织实施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创建、智能制造专项支持、智能制造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三大工程”,加快制造业重点领域智能

化转型步伐.

(三)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依托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开展文化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总结推广融合发展

典型经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做好文创产品开发

试点工作,加快建设创意市集、文创街区,培育文化

旅游新业态.制定«开展旅游演艺试点实施方案»,

探索开展“文艺进景区”,鼓励文艺院团创排旅游演

艺节目,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美誉度高、经济效益好

的旅游演艺品牌.

(四)培育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

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消费促进活动,继续培育一

批特色商业街,推动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改建提

升,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做好电子商务进

农村示范.依托电商企业推广家电和百货类品牌

产品、品质产品进农村,开展汽车下乡促销活动.

依托“两节一月”,培育健康、文化、旅游等消费热

点,释放消费潜力.组织农产品流通企业参加产销

对接活动,支持首批确定的电子商务重点企业和项

目建设.加大商务诚信公共服务平台应用推广力

度,创新“信用＋追溯”监管、“信用＋预付卡”等领

域事中事后监管模式,优化消费环境.

二、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三

大变革’”方面

(一)加强能源革命重大技术攻关

以能源重大技术突破和颠覆性技术探索为主

攻方向,设立山西能源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制定山

西能源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快推进能源科技领域

揭榜招标立项改革,集中开展煤层气开采、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大规模储能、氢能、节能环保、石墨烯

等相关产业前沿技术攻关,尽快突破一批核心关键

技术,形成一批创新成果.

(二)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加紧实施新一轮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建

立企业主导技术研发的体制机制,持续支持企业作

为申报主体,实施开展产学研合作的科技重点项

目.认真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研究起草

«山西省关于鼓励企业加大研发费用投入若干措

施»«山西省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异议

项目鉴定处理办法».加快建设一批校企、院地新

型研发机构,大力支持创新孵化平台,优化创新

生态.

(三)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

深入推进“三评”改革,优化科研项目评审管理

机制,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完善科研机构评估

制度.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和监督评估体系建设,在

基础研究领域探索实施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探

索实施项目全年申报常态制、分批评审立项的新模

式,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的科研环境.

(四)完善以应用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加快推进«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修

订工作,制定«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关于落实促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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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强对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示范平台相关政策和资金支

持,进一步完善山西省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交

易平台建设,继续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奖

励,鼓励科技成果转移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转移服务

活动.

三、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进项目建设”

方面

(一)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召开全省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电视电话会议,拧紧责任螺丝.加大放权力度,强

化对基层承接的培训、示范和指导,再取消５项、下

放６项行政审批事项.落实好«山西省全面推进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加快解决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环节多、耗时长问题.推进“３５４５”

专项改革,年底前全省范围内全面实现开办企业３

天办结.积极配合省人大加快推动我省优化营商

环境领域法规立改废进程,力争年内完成«山西省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办法»等９件省政府规章制定工

作.建设全省“互联网＋监管”系统,推动“双随机、

一公开”常态化全覆盖,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持续提升政府监管能力.推动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市县两级“一枚印章管审批”、“好差

评”制度,全面推行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努力营造

公开透明、可预期、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二)进 一 步 释 放 企 业 投 资 项 目 承 诺 制 改 革

红利

落实«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行动方

案»,抓好区域环评和区域能评等政府靠前服务,供

地前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床、文物保护和考古

许可等１４项政府统一服务,确保净地出让企业.

围绕土地等企业重大关切事项,进一步优化审批流

程,破解制约项目审批的痛点难点.探索将承诺制

改革试点范围由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拓展到核准

类企业投资项目.积极推动并联审批机制在全省

全面落地.加强培训指导,强化考核评估,确保改

革红利全面释放.

(三)加快推进转型项目建设

围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中部盆地一体化等重大战略,全力加强重大项

目谋划,进一步夯实项目基础.做好省领导重大项

目分工负责包联工作,按月通报重点工程工作进展

情况,加强项目监测调度,持续开展“进工地、到一

线、解难题”等专题活动,及时解决项目推进遇到的

困难问题,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积

极申报中央预算投资,做好银企对接,引导银行和

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盘活批而未用的存量土地用于转型

项目,做好标准厂房建设工作,打造“筑巢引凤”的

高质量转型发展平台.

(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编制«山西省各市主导产业招商布局»,绘制山

西招商产业地图,引导各地按照产业布局和产业分

工有序开展产业链招商.建立招商专员牵头、全员

共同参与、行业专家团队支撑的矩阵式招商引资项

目服务模式,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持续深入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地区,开展驻点招

商、中介招商、委托招商、股权招商等各类招商活

动.积极开展招商引资项目的包装策划,推动以资

源换市场、以市场换投资,提升项目供给质量.

四、在“持续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构建污染防治

长效机制”方面

(一)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

深入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积极有效推进散煤治理,有序开展工业炉窑、挥发

性有机物(VOCs)和扬尘专项治理,严防“散乱污”

企业反弹,深入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和产业

集群综合整治.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进一步完善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施太原及周边“１＋３０”联

防联控.推进精准治污,因地制宜实施“一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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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进一步加大重点区域污染减排力度;实施“一

厂一策”管理,对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重污染天

气应急期间可不采取减排措施,助推产业转型

升级.

(二)扎实推动水污染防治

持续推进汾河流域劣 V 类断面专项整治行

动,加快汾河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保温提效改造,

强化“四河一渠”水污染督查督办,加大重污染支流

水质改善力度.全力推进全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

行管理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坚决遏制污水偷排、设

施闲置、超标排放等行为.加快推进全省水质自动

监测网络调试运行,做好水质数据分析研判,实现

全省水污染防治工作及时精准管理.

(三)进一步强化督办问责

全力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深入推

进“百日清零”专项行动和生态环保督查.严格落

实«山西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

施细则(试行)»«山西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量化问

责办法»«山西省水污染防治量化问责办法(试

行)»,对不认真履行职责,采取措施不力,未完成年

度目标和重点任务的市、县党委、政府、省直相关部

门进行约谈,并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进

一步强化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肩负的生态环境治理

主体责任.

五、在“扎实做好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

方面

(一)全力稳定粮食和农业生产

准确掌握旱情发展趋势,及早发布旱情预警信

息.启动四级抗旱应急响应,开展抗旱技术服务,

帮助各市解决抗旱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抓好

秋粮生产,针对农作物受旱严重导致绝收的地块,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指导农户及时补种生长期较

短的作物和做好秋粮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力争将

受灾损失减少到最低,努力夺取秋粮和农业生产

丰收.

(二)持续发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两不

愁、三保障”,逐村逐户查漏补缺,因村因户确定方

案,做好精准帮扶.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兜底保障功能,进一步将公共教育投入向

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切实保障贫困人口住房安全,

巩固提高农村饮水安全水平.坚持“六环联动”加

快贫困自然村整体搬迁.持续加大光伏扶贫、就业

扶贫、生态扶贫等帮扶力度,确保１０个深度贫困县

在内的１７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三)积极稳定和扩大就业

落实省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

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强就业形势分析研判,

完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稳定就业工作预案.做好

２０１９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管理服务,

精准帮扶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稳妥分流安置

去产能职工,重点帮助“４０５０”等就业困难群体就

业,对零就业家庭等实施托底安置.出台做好易地

搬迁扶贫就业帮扶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扶贫车间

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扶持“吕梁山护工”等知名劳

务品牌建设,开发扶贫公益性岗位.全面推进“互

联网＋公共就业服务”,组织实施好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月、金秋招聘月、就业扶贫行动日等公共就

业服务专项行动.

(四)多渠道增加城镇居民收入

抓好省政府«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

的实施意见»落实工作,出台我省«山西省省属企业

工资总额管理办法(施行)»«省属文化企业工资总

额管理办法»等相关配套办法,推动国有企业工资

决定机制改革尽快落地.落实«关于调整失业人员

有关待遇的通知»,提高失业人员相关待遇.健全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人才激励机制,完

善绩效工资分配方法,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

主权.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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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落实好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高定工资、乡

镇工作补贴等政策,提高贫困地区事业单位人员工

资水平.

(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及时下拨中央调剂金和中央专项补助资金,确

保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落实«关于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

知»,制定配套办法,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

收统支.加快推进征地社保工作,落实被征地农民

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制度.研究出台工伤保险基本

金省级统筹的实施办法,完善预防、补偿、康复“三

位一体”工伤保险制度,力争２０２０年底实现工伤保

险基金省级统筹.加强价格监测分析和预警监管,

全面掌握粮食、农副产品等重要商品价格情况,认

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

机制.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附件４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友亭受省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后财经委对常

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进行了归纳梳理,形

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１０月２８日财经委收到

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的省发改委关于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及时认真的

办理,围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实施、政府职能转变、大气污染防治长效

机制建立、民生保障和改善等方面提出的具体措施

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下一步,财经委将进一步坚

持问题导向,加强监督、督促落实,切实推进全省经

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８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
«山西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旅游执法检查小组所作的«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近年来,省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围绕省委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的战略部署,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法治引领,认真履行职责,在构建

便捷交通服务网络、净化旅游市场总体环境、旅游

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推进了旅

游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同时,组成人员指出,对

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对照建

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需求,对照旅游业发达省

份的先进做法,我省旅游业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需要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针对问题,加大整

改力度,认真整改落实,确保取得实效.为此,组成

人员提出如下建议:

一、坚持执法为民,提升旅游交通建设和管理

水平

硬件建设是前提和基础,软件建设是核心和关

键.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科学

规划,加大投入,加快解决景区间通达不畅的交通瓶

颈问题.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服

务旅游业发展的角度,加快放管服效改革,研究制定

新的管理举措,尽快解决高速公路上限速点设置过多

过滥的问题和游客多年反映的“山西高速管理到底是

为了罚款还是为了安全”质疑,重塑山西新形象.

二、坚持依法兴旅,全面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

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解放思想,确立全省旅游

业发展“一盘棋”的意识,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解决

当前我省旅游软环境建设相对滞后,重建设、轻管

理、轻服务的顽疾.省旅游主管部门要利用现代信

息网络平台和多种新媒体,加大我省旅游业宣传和

整体营销推介力度,扩大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要在挖掘和打造山西特色上作文章,在推进全

域旅游、全时段旅游上出新招,全面提升旅游消费

升级提质.要勇于学习借鉴,在推进文旅融合、特

色命名及管理和宣传上大胆创新.要进一步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标识,顺应发展需要,加

快自驾车营地建设.要加强导游人才队伍建设,提

升导游素质,讲好山西故事.

三、顺应时代要求,加快旅游信息化建设

我省将在农村偏远地区、旅游景区建设１４６２

个４G基站,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和游客信息

需求.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法律法规关于完

善旅游公共服务规定,加大投入,明确分工,加快建

设进度,确保景区通讯信号全覆盖.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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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与

现代科技前沿相结合,推动“互联网＋旅游”发展,

利用大数据平台助推旅游业提质升级,提升旅游体

验.通讯运营商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要单纯追

求经济效益,共同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进程.

四、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加大整改落实力度

省人大常委会要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监

督职权,把监督政府整改落实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

点,紧盯执法检查成果后续跟进督促检查,确保整

改落地见效.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要提出更加

具体的整改意见,并对整改提出时限要求.省政府

及相关部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对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整改

意见的落实力度,针对提出的问题,提出整改方案,

限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

专题汇报.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

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落实«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例›实

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

事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例›执法

检查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

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９〕８３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旅游执法检查小组所作的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

报告».８月２０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

过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现将该审议意见转交你们,请认真研究

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于三个月内向省人大常

委会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将就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专

题听取报告.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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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落实«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和‹山西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接到政府办公厅转来的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函»后,省政府负责同志高度重视,召集省

文旅厅、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交通厅、省通信管

理局等有关厅局就整改与贯彻落实人大意见进行

了安排部署.同时,安排省政府办公厅跟踪督办.

现将具体落实情况逐条对照汇报如下.

一、关于提升旅游交通建设和管理水平

(一)大力加强旅游交通建设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５６０５公里,与周边省份互通互联出省口达２６个.

２０１９年右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阳蟒高速预计年

底前建成,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１０５公里、１个

出省口.太原东二环高速公路等在建重点项目进

展顺利,太原西北二环、朔州至神池、离石至隰县、

黎城至霍州、临猗黄河大桥及引线工程等高速公路

项目年内开工建设.上述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构

建“快进”交通网络,提高我省旅游景点(区)的通达

性和便捷性,实现游客远距离快速进出目的地.

根据２０１８年９月印发的«山西省黄河、长城、

太行 三 大 板 块 旅 游 公 路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８—２０２７

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我省集中建设主体区旅游公

路６１４３公里,总投资５９８亿元,截止今年１０月底,

全省黄河一号、长城一号、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已累

计开 工 ２９２８ 公 里,建 成 １７７４ 公 里,完 成 投 资

１８６６亿元,完工里程和投资额分别占到前五年规

划里程和规划投资的２８９％和３１２％.分别是黄

河一号旅游公路开工１１４８公里,建成７８０公里;长

城一号旅游公路开工６９４公里,建成４４２公里;太

行一号旅游公路开工１０８６公里,建成５５２公里.

省内投入使用的运输机场有７个,已经形成了

以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为干线,以长治、大同、运城、

临汾、吕梁、五台山为支线的“一干六支”机场布局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长治王村机场、大同云冈机

场、运城张孝机场、临汾乔李机场、吕梁大武机场、

五台山机场),已建成通用机场３个(太原尧城机

场、大同北岳机场、长治屯留沙家庄机场).目前,

正积极推进太原、大同、长治、运城、临汾等运输机

场改扩建,推进新建晋城运输机场前期工作,推动

新建朔州运输机场、芮城、阳城通用机场开工建设.

规划到２０３０年建成６９个具有通航服务的机场(９

个运输机场、６０个通用机场),逐步构建完善我省

综合机场体系,推动我省对外开放空中大通道的

形成.

(二)提升旅游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我省是典型的山区省份,已通车的５６００余公

里高速公路中,７０％以上的道路位于山区丘陵地

带.高速公路在复杂多变的地形中穿梭,呈现典型

的“四多”特点(转弯多、陡坡多、桥梁多、隧道多),

长下坡路段里程占全部里程的４２％,很多路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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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弯半径、坡度接近于极限值,桥隧里程占全部里

程的２６％,设计速度为１２０公里/小时路段仅占全

部里程的２２％.同时,受开工建设早、建设资金少

等影响,我省高速公路目前仅有京昆高速平阳段完

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其他路段特别是太旧高速等

路段远低于现行标准,通行能力差,安全设施不全,

导致部分路段事故易发多发.为加强交通管理,确

保广大游客安全出行,我省公安与交通部门通力合

作,按照“确保安全,力争便捷”的原则,采取了一系

列改善高速公路交通环境的措施,一是不断加强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规范开展测速工作,持续强化旅

游客运专线安全风险评估,严格落实旅游客运企业

对营运车辆的动态安全监控责任,多次组织相关部

门就“一日游”线路潜在的驾驶员疲劳驾驶重大安

全隐患进行协调,有效防范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的

不安全行为.二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

标志标线第５部分:限制速度»等国家标准,以道路

设计速度为基础,综合考虑道路功能、运行速度、道

路环境以及历史事故等因素,对不同路段、不同车

型采取了不同的限速值,进行差异化限速管理,逐

步建立起科学评估、合理设置、动态调整的速度管

理工作机制.经过多次调整,目前我省高速公路最

高限速１２０公里/小时的路段占４７％,最高限速

１１０公里/小时的路段占２％,最高限速１００公里/

小时的路段占２８％,最高限速在１００公里/小时以

下的占２３％,基本适应当前安全、畅通的通行需

求,高速公路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交通事故明

显下降.三是持续加大旅游客车运政稽查力度.

对未持有有效包车客运标志牌经营、未按包车客运

标志牌载明事项运行、招揽包车合同以外的旅游客

车依法依规进行处罚,严厉查处违规经营行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累计查处违法违规旅游客运行为

２３００余件.

二、关于全面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

(一)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解决当前我省旅游

软环境建设相对滞后,重建设、轻管理、轻服务的

顽疾

一是积极发挥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努力打造

“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

高、服务最好”营商环境,每项审批事项办结后,都

及时将审批信息公示,并抄送相关部门.每月底召

开行政审批事项规范管理协调会,邀请相关部门与

办事企业、群众面对面交流,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这项举措得到文化和旅游部“放管服

效”改革调研组的高度认可.二是推动“旅行社服

务网点备案”、“旅行社分社备案”纳入“多证合一”,

有效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三是落实信用信息

归集报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公示、守信联合

激励创新应用和失信联合惩戒等工作,规范企业经

营行为,落实出境游旅行社退出机制,共取消７家

旅行社出境旅业务资质和１家旅行社经营资质,不

断加强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四是组织

拍摄全省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专题片,警示山西旅

游业正视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问题和不足,在直面问

题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五是做好全国文化和旅

游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全国旅游星级饭店统计管理

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加强对在线旅游平台以及出境

旅游等重点领域的动态监测,对热点敏感问题及时

研判,强化对新业态、新主体、新群体的引导、服务

和管理.六是加强文明旅游、理性消费、安全出行、

文明观演等宣传引导,开展文明旅游进景区、进社

区、进校园等系列公益宣传活动.

(二)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平台和多种新媒体,加

大我省旅游业宣传和整体营销推介力度,扩大旅游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进一步开拓我省旅游客源市场,提升山西旅

游形象知名度和美誉度,围绕做强世界遗产三大品

牌,隆起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完善大运黄金

旅游廊道,构建全省与旅游发展３３１新格局,省文

旅厅积极整合传统媒体如中国旅游报、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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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经济日报、山西青年报、山西综合广播,大型门

户网站和新媒体资源如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腾

讯网、新浪网、今日头条等,通过开设文旅专题、访

谈栏目、踩线调研、拍摄百村巡礼 VLOG等形式对

山西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报

道.省文旅厅还开通官方抖音号,积极利用现代化

信息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手段,策划线上线下系列话

题及营销事件进行山西文化旅游活动及资讯曝光

宣传,推广我省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加大旅游宣传

和营销力度.依托今日头条和抖音短视频的大数

据分析,举办了“DOU 出晋采”山西旅游数据发布

会,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全新媒体营销方式宣传山西

旅游形象和产品.坚持通过联通、移动、电信三大

运营商和１２３０６平台向来晋订票游客发送行程欢

迎短信,欢迎短信突出“华夏古文明 山西好风光”

旅游主题形象以及“游山西”APP旅游服务提示等

内容.

在对外宣传与拓展方面,紧紧围绕服务“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和服务全省转型发展中心工作,聚

焦“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主题,着力讲好山西

故事,持续提升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和旅游交流合

作层次内涵.２０１９年,共组派境外文旅交流合作

团组３０批次,分别赴匈牙利、意大利、克罗地亚、韩

国、英国、荷兰、摩洛哥、日本、瑞典、挪威、奥地利、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开展文化旅

游交流与推介活动;成功举办山西文旅精准营销推

介会、山西省第五次旅游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推介

会、韩国旅行商山西考察推介会等大型活动５次,

邀请驻华使节、国外文旅部门负责人、海内外旅行

商千余人次参加,多家旅行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组织省内旅行社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阿

拉伯国家旅行商大会等活动８次.通过系列活动

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了山西文化旅游品牌的影响

力.积极探索在法国通过LED大屏推广山西文化

旅游品牌.通过香港商报等境外主流媒体面向港

澳台、新马泰和日韩等我省主要客源地采取多形

式、多渠道大力宣传推介山西文旅资源.

(三)在挖掘和打造山西特色上作文章,在推进

全域旅游、全时段旅游上出新招,全面提升旅游消

费升级提质

省文旅厅编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资料

汇编»,起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实施方案»,

举办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观摩推进培训会两期,协

助文旅部在临汾市洪洞县举办第二期国家全域旅

游培训班,邀请第三方机构参与省域首批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初审验收工作,对全省１６个创建单位

进行初审验收,阳城、洪洞和平遥３县顺利通过文

旅部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验收认定,名列全国

第一方阵.忻州市、壶关县、左权县、右玉县、阳城

县、交城县、芮城县等１市１０县获得文旅部旅发基

金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项目共计３５００万元资金支

持,平遥、泽州、灵丘、武乡４县列入２０２０年国家文

旅部旅发基金补助地方项目名单.同时积极向文

旅部申请列入省域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省文旅厅积极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实

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围绕全面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出台全省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具

体行动方案;组织开展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

平大调研活动,形成３万多字的«全省旅游服务质

量和水平调研报告»,起草«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和水平行动方案»,提出７大行动、２３条具体措施.

加强旅行社、星级饭店、导游的标准化建设,贯彻实

施«绿色旅游饭店»«温泉企业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

评定»«旅游民宿设施与服务规范»等行业和国家标

准,加强行业标准的宣贯实施;开展全省旅游管理

质量和服务能力提升系列活动,举办了出境游旅行

社管理人员、星级饭店、文化旅游类社会组织培训

班,联合举办山西第七届烹饪服务技能竞赛等.通

过一系列的服务质量提升活动和专业培训,不断提

升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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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四)勇于学习借鉴,在推进文旅融合、特色命

名及管理和宣传上大胆创新

在推进文旅融合方面,省文旅厅起草«山西省

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与山西大学签订文旅融合学科研究战略合作协议,

启动文旅产业融合示范区创建工作.起草«关于促

进旅游演艺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对省

内３A级以上景区和城市中的旅游演艺项目进行

了摸底调查,组织召开全省演艺进景区工作对接座

谈会,实行省直院团与重点景区结对帮扶,建立演

艺进景区示范点.

在特色命名及管理方面,我省积极筹划根祖文

化旅游季,依托省社科院设立“中国起源地文化研

究中心根祖文化研究基地”.成立山西省长城文旅

联盟,形成长城文旅信息共享、交流互动、共同开发

的组织机构.举办以“新生活心享受”为主题的第

五届中国(山西)国际房车露营博览会,集中展示房

车领域新理念、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举办首届

山西省文化旅游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努力构建文化

创意产品和景区文创商品体系.大赛最终评出五

大类别两个组别(学生组、专业组)创意设计金奖６

个、银奖１９个、铜奖２８个、市场潜力奖１０个.推

动职业艺术类学院对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

进行回炉式培训,制定后继人才学历教育规划,加

强人才储备.制定«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

管理办法(试行)»,评选认定２７名山西省工艺美术

大师.紧扣“安、顺、诚、特、需、愉”六字要诀,加快

制定文化旅游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出台了«乡村旅

游示范村等级划分与评价»、«旅游扶贫示范村建设

指南»、«旅游规划导则»等１４项地方标准.特别是

在楼阳生省长亲自指导下制定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等级划分与评价»、«黄河人家、长城人家、太行人家

基本要求与评价»两项地方标准,走在了行业前列.

省文旅厅还组织有关专家召开关于我省十四

五研学游发展规划座谈会,启动“讲好山西故事,传

承华夏文明—研学旅行示范工程”课题研究工作.

(五)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标

识,顺应发展需要,加快自驾车营地建设

建立了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交通厅等９个

部门旅游重点项目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将省政府

«关于建立全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旅游开发

重点项目推进机制的通知»中确定的３７项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按照省重点工程进行管理,积极落

实配套建设资金,做好在线监测工作.２０１９年实

施文化和旅游建设项目１７５个,其中新建项目６０

个,续建项目１１５个,预计总投资２０２２２亿元,年

度计划完成投资２２８３３亿元.纳入省政府重点工

程调度的６２个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１３２５２５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１３６０８亿元.截止９月底,已经

开复工４４个,完成投资４９２３亿元,占年度计划投

资的３６１８％.

省文旅厅编制完成«山西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规划»(简称«规划»),提出了旅游客运交通基础设

施覆盖 AAAA 级及以上景区、国家级、省级旅游

度假区,完成 AAA级以上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

旅游点在三大板块旅游公路、大运黄金高速公路等

沿线的交通引导标识设置,建设一级交通换乘站

２０个,改建高速服务区４９对,建成五星级自驾车

旅居车营地３个、四星级６个、三星级２０个,旅游

直通车覆盖 AAAA 级及以上景区,完成黄河、长

城、太行３条旅游风景道主体工程,建成三大板块

２５００公里的示范休闲绿道,完成５０个文旅融合试

点村落的公共服务工程建设,所有 AAAA 级及以

上景区视频监控系统２０２０年底前全部接入省应急

指挥平台的近期目标.

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旅游“厕所革命”当作民生、

民心重点工程来抓.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２０年底计划完

成新改建旅游厕所５０００个,至２０１８年,全省累计

完成新建改建旅游厕所３７６７座.２０１９年３月、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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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５月、７月多次通过厅党组会、厅长办公会的形

式专题研究部署全省旅游厕所革命工作,下达

２０１９年旅游厕所建设任务书,分解细化年度计划

建设任务１１１２座,分配省级补助资金１０００万元.

同时积极开展全面自查、重点抽查和第三方评估等

工作,形成了验收报告,印发«关于开展旅游厕所

“五整改三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晋文旅办发

〔２０１９〕２０８号),积极有序推进全省旅游“厕所革

命”.

(六)加强导游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导游素质,

讲好山西故事

持续开展导游员业务知识培训、旅游从业人员

文明礼仪培训、全国导游大赛参赛选手赛前培训

等,从方案制定、课程设置、师资选择到场地确定、

会务组织等各个环节,精心策划、细致安排,紧密围

绕培训目标和要求,以理论学习、现场教学、座谈研

讨为主要形式,有针对性的拟定培训内容,聘请著

名旅游行业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高端师资,确保培

训效果,同时全力组织好初、中、高三级导游员资格

考试,不断强化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强化对导游执

业 APP应用的管理,要求切实加强“平台监管”,不

断提升能力的服务能力.在９月举行的第四届全

国导游大赛上,我省选派的导游员张晓旭获得全国

第一名的好成绩,获“金牌导游员”(全国共 ３ 名)

称号.我省选送的另外一名导游王瑾进入３０强,

获“铜牌导游员”(全国共２０名)称号.

三、关于加快旅游信息化建设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确保景区通讯信

号全覆盖

近年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我省连

续六年实施“宽带山西”专项行动,加快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宽带网络的普及水平和支撑服务能力大幅

提升.特别是从２０１５年起,累计投入约３０亿元,

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网络建设,在全省范围建

设了４５２３ 个行政村的光纤网络,建设 ４G 基站

３５２３个,惠及３７４５个贫困村,解决了农村偏远地

区１６０多万人的通信难问题.目前,我省行政村光

纤网 络 接 入 率 为 ９８２９％,４G 网 络 覆 盖 率 为

９８８％.城乡宽带网络的快速发展,为我省信息通

信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全面融合,推动“互联网＋旅

游”发展,壮大我省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基础性保

障和服务能力.

在旅游景区网络覆盖方面,中国联通山西省分

公司采用名单制管理方式,将５A级景区纳入集团

公司层级的口碑场景管控清单.目前,移动宽带网

络(３G或４G)５A级景区覆盖率达１００％,４A 级景

区覆盖率达９５６％(晋城、临汾、运城分别为８３％、

８３％、８９％,其余各市均达到１００％),３A 级景区覆

盖率为９４４％.中国移动山西有限公司已实现全

省８１个４A 级以上景区的２G、４G 网络覆盖.中

国电信山西分公司４G网络已覆盖９３个４A 级以

上景区、６９个３A 级景区和６６４个３A 级以下景

区,２G、３G网络已覆盖３A级以下景区６１７个.中

国铁塔山西省分公司自２０１５年成立以来,累计新

建景区基站站址１２０６个,其中３A 级以上景区深

度覆盖新建基站站址５８２个,３A 级以下景区广覆

盖新建基站站址４１９个,文物单位优化覆盖新建基

站站址２０５个.全省１１３０个景区和文物单位,基

站覆盖１０１７个(即有站址资源),站址覆盖率达

９０％以上.目前,山西铁塔拥有覆盖我省景区、文

物单位的基站站址资源为２０１３个,将为后续的智

慧旅游和５G网络部署提供资源.

(二)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与现代科技前沿相

结合,推动“互联网＋旅游”发展,利用大数据助推

旅游业提质升级,提升旅游体验

为解决我省旅游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

省文旅厅从旅游行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完善公众

服务功能、提升行业管理能力、提高旅游营销效能、

推进旅游业全面可持续发展、努力将文化旅游产业

打造成山西省战略性支柱产业为目标,规划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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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智慧旅游云平台”项目.２０１９年７月完成

智慧旅游标准的制定和基础平台的搭建,为我省文

化和旅游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根据省政府统

筹安排,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山西省智慧旅游云平

台”无偿划转省文旅集团继续推进建设工作.

同时,山西联通为太原、晋中、长治、晋城、临汾

等地的大部分景区提供 WIFI覆盖、集中应急指

挥、电子门票、大数据精准营销等服务;为大同、襄

垣智慧城市项目搭建 APP/微信/官网系统、导游

导览系统、售检票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景区渠道

管理系统、景区统一管理平台;为大同市提供旅游

大数据平台,产业运营监测和应急指挥平台;整合

全省４A、５A景区的视频监控数据上传至省文化和

旅游厅,为应急指挥及日常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同

时,依托移动通信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能力,支

撑省内全域旅游发展战略,面向旅游管理、景区、涉

旅企业等主体,提供全景信息展现及统一管理,助

力各类涉旅资源的协同运营.目前,山西移动已为

省旅发委搭建了旅游大数据平台,提供旅游欢迎短

信,通过海量数据为大数据建模、分析、回归等提供

有效保障.与长治大峡谷景区合作升级景区信息

化服务水平,与皇城相府景区建立５G 合作示范

点,探索景区在 AR\VR中的应用场景.山西电信

参与了“云游山西”云平台建设,提供云计算、数据

库及存储服务,为旅游资源的整合和旅游产业的发

展提供支撑服务.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建设用地指标受限.部分新建旅游公路

项目缺少土地规划指标,土地手续办理困难,导致

项目前期工作推进缓慢,项目不能按时开工建设.

二是全省旅游基础设施３２个旅游开发重点项

目推进缓慢.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山景区环线公

路北线工程由于公路建设穿越关帝山森林公园,林

地征占手续尚未办理;朔州市应县小石口—北楼

口—跑马梁公路全长３１３公里,其中６４８公里进

入应县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需要办理路线穿

越相关手续;临汾市永和县沿黄主线(二期)项目

(阁底—永和大宁界段)建设用地３５４９１７亩,目前

落实３９８０２亩,需新增建设用地３１５１１８亩,手续

办理困难.

三是通用航空运行环境亟待改善.目前,民航

局正在梳理完善通航法规体系,短途运输网络、通

航飞行服务平台有待完善,国家层面已出台相关指

导意见支持各地发展通用航空,但还需要加快建立

一套符合我省特点的通用航空规章制度体系,进一

步改善我省通用航空运行环境.

四是宽带网络实现景区全覆盖难度大.部分

旅游景区地处山区且面积较大,没有电力保障且道

路不畅,不具备施工条件.目前,只能针对人员活

动密集区开展网络覆盖.

五、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积极发挥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强部

门协调协商,有效聚合各类资源,积极解决水保、环

评、土地、林业等相关问题,加快全省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进度,筑牢全域旅游示范区根基.

(二)结合旅游公路功能布局需要,加强旅游公

路慢行系统、服务设施系统、环保景观系统及标志

标识信息指引系统设计研究,全面推进配套建设,

努力提供高品质、便利化交通运输服务.

(三)开展«山西省民航机场“十四五”发展规

划»及«山西省通用航空业发展对策研究»,完善我

省民航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促进我省通用航空

及通用机场的发展.

(四)建立省市两级联系会议制度、旅游景区景

点与电信运营企业联络对接机制,加强业务协作,

及时沟通解决景区通信需求.

(五)落实省政府«山西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山西省加快５G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和若干措施»,统筹各电信运营企业需求,加快

５G基站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将旅游景区的网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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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同纳入规划.

(六)进一步加强文旅融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探索,打造特色鲜明的山西文化旅游品牌项目与产

品,推动山西文化旅游真正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山西省

旅游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

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后形成了审议意见,经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将审议意见转省政府研

究处理.１１月１２日,省政府办公厅向省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报送了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常委会审议意见的

落实,责成省文旅厅牵头,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

交通厅、省通信管理局等有关厅局分工配合,对审

议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处理,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

出了具体措施.

一是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坚持执法为民,提

高旅游交通建设和管理水平的建议.省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进一步构建全省“快进”交通网络,提高旅

游景点(区)的通达性和便捷性,今年新增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１０５公里、１个出省口;进一步推进旅游

公路建设,截止１１月底,黄河一号公路已完成８５６

公里,长城一号公路已完成４４９公里,太行一号公

路已完成５７９公里,合计完成１８８４公里;进一步完

善我省综合机场体系,规划到２０３０年建成６９个具

有通航服务的机场.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规范开展测速工作,强化旅游客运专线安全风险评

估,严格落实对营运车辆的动态安全监控责任.逐

步建立起科学评估、合理设置、动态调整的速度管

理工作机制,对不同路段、不同车型进行差异化限

速管理,构建安全便捷的旅游交通服务体系.

二是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坚持依法兴旅,全

面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建议.省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旅游法律法规,多部门加强联动

执法,创新执法手段,推动“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

“旅行社分社备案”纳入“多证合一”,有效解决“准

入不准营”问题.落实信用信息归集报送、守信联

合激励创新应用和失信联合惩戒等工作,增强旅行

社企业和从业人员的依法诚信经营意识.制定了

«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行动方案»,加强旅

行社、星级饭店、导游的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从业

人员服务意识和水平.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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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完成«山西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规划»,不断完善

和提升旅游供给体系,增强游客体验度.利用移动

互联网和全新媒体营销方式宣传山西旅游形象和

产品.持续开展导游业务知识培训、旅游从业人员

文明礼仪培训等,不断加强旅游从业人员队伍

建设.

三是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关于加快旅游信

息化建设的建议.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加快全省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的普及水平和支

撑服务能力,目前,移动宽带网络(３G或４G)５A级

景区覆盖率达１００％,４A级景区覆盖率达９５６％,

３A级景区覆盖率为９４４％,为推动旅游业发展提

供了基础性服务保障.强化旅游大数据平台和智

慧旅游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提高旅游公共服务的精

准化和便捷化水平,省文旅厅规划建设了“山西省

智慧旅游云平台”项目,２０１９年完成智慧旅游标准

的制定和基础平台的搭建,利用大数据助推旅游业

提质升级增效.

我委认为,一段时期以来,省政府及相关部门

紧紧围绕省委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的战略部署,以全

域旅游理念为引领,不断改进服务和管理,有力地

推动了旅游业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发展.希望

省政府紧扣常委会审议意见提出的问题,继续抓好

整改落实,坚持依法引领,项目带动,加强各地区、

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联动互动,深化各种资源和

各类要素之间的整合,创新模式,多渠道、全方位加

强文化旅游宣传交流,完善景区停车场、指示标识

等公共服务设施,构建智慧旅游体系,为游客提供

方便、快捷、高效的旅游服务,全力构建全域旅游大

格局.

下一步,我委将加大监督力度,把跟踪落实常

委会审议意见作为２０２０年的一项重点工作,通过

走访调研、跟踪问效等形式,推进常委会审议意见

落实落细,并计划于明年７月专题向常委会作跟踪

落实情况报告,依法推动我省旅游业持续健康发

展.建议将省政府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同民族宗

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的研究意见一并印发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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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议程

　　一、通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主要工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工

作初步安排(书面)

二、传达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加强和改进人大代表工作交流会精神(书面)

三、传达学习第二十五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

谈会精神(书面)

四、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五、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书面)

六、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议程(草案)(书面)

七、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

八、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九、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十、审议«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十一、审议和批准«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十二、审议和批准«大同市旅游条例»

十三、审议和批准«忻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长治市城市绿化条例»

十五、审议和批准«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十六、审议关于调整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议案

十七、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十八、审议人事任免议案

十九、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接受个别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辞职

请求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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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共十九项议程.

１月９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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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请任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郭海刚作的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筹

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事代表工委主任张高宏

作的关于调整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组成人员议案的说明和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听取了法制委主任委员赵建平作的关于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通报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要工作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工作初步安排(书面),

传达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加

强和改进人大代表工作交流会精神(书面),传达学

习第二十五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精神(书

面);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

作的工作报告稿;审议«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和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大同市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等５部地方性法规和其审议结果的报

告及批准决定草案.

１月９日下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卫小春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

任委员成斌作的«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

案)»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

条例(草案).

联组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审

议人事任免议案;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接受个别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书面);审议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程(草案)(书面);

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

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审议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单(草案)(书面);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书

面);审议关于调整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分组会议之后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

表决通过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表决通过了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议案审查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列席人员名单;表决通过了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提请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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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的决定;表决通过了

关于批准«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大同市旅游

条例»«忻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长治市城市绿

化条例»«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表决

通过了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免名单;表决通过

了人事任免名单;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个别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辞职请求的决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向通过任命的省

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副主任张葆,省人大常委

会农工委副主任刘志宏,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

主任翟振新,省科技厅厅长张新伟,省商务厅厅长

王宏晋,省高院副院长杨宏颁发了任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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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卫小春、高卫东、

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郭海刚,委员于亚军、王卫

星、王安庞、王宏、王继伟、王斌全、卢晓中、卢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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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和、李凤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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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华太、赵建平、郝权、秦作栋、袁进、

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郭金刚、郭新民、黄卫东、

梁若皓、梁俊明、董岩、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出席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副主任李悦娥,委

员王利波、王联辉、赵向东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政府秘书长王

纯,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王海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孙洪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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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

同志,有关新闻单位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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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阳生在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

　　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在太原闭幕,楼阳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会议期间,各位代表牢记领袖殷殷嘱

托,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展现出了强烈地奋进

新时代担当新使命的主人翁精神风貌.这是一次

高举旗帜的大会,一次民主团结的大会,一次开拓

新局的大会.楼阳生指出,大会选举我担任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是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是各位代表和

全省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我将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忠实为

山西人民谋福祉、为山西明天谋振兴,决不辜负党

和人民的重托.

楼阳生指出,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９年,是很不平凡

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勠力同心、笃定前行,

三大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各方面工作创造了新的

业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山

西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今年是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要全力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这次大会确

定的各项任务,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

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为“十四五”转型出雏型打下

更为坚实的基础.

楼阳生指出,省委带领全省干部群众认真重温

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进一步深化了对山

西发展阶段特征、演进趋势、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

增强了重整行装继续征程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省委提出“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完善

发展新时代治晋兴晋强晋重大举措,开启了谱写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山西篇章新征程.大

会通过法定程序,将这一总体思路和要求、重大举

措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进一步奏响了高质

量转型发展的强劲主旋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

受,就是越深入学习体悟“三篇光辉文献”,越感到

心里亮堂、方向明确、力量倍增.习近平总书记为

我们指明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金光大道,是山西

的必由之路、希望之路、幸福之路.我们要以舍我

其谁、众志成城、敢胜必胜的胆魄和气概,坚定不移

将转型综改进行到底.

楼阳生强调,坚持转型为纲,这个纲,是经济工

作的纲,也是各项事业的纲.我们要抓纲举目、战

略引领、重点突破、统筹集成、协调一致,使各方面

工作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

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形成一切为了转型、一

切服务转型的高度自觉和浓厚氛围.从２０２０年到

２０３５年必定是山西转型发展的窗口期、机遇期、攻

坚期.“三个五年”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坚实前行.

山西全面实现转型之日,就是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

现代化之时.坚持转型为纲,必须落实项目为王.

全省上下要聚精会神抓项目,一心一意谋转型,用

一个个项目为全面转型发展夯基垒台、架梁立柱、

添砖加瓦.坚持转型为纲,必须落实改革为要.敢

于先行先试,谋求重点突破,在基础性、全局性、牵

引性的重大改革上下功夫,用改革推动转型发展,

用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用改革化解矛盾风险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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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用改革打通堵点痛点节点,用改革推动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坚持转型为纲,必须落实创新为

上.要在持续净化政治生态的同时,全力打造一流

创新生态,培植深厚创新沃土,让更多创新创业的

活力潜力竞相迸发,让更多创新创业的团队市场主

体蓬勃成长,让更多创新创业的要素资源充分涌

入.我们欣喜,山西转型发展已经真正起步并形成

了良好态势;我们清醒,前进道路还有各种艰难险

阻且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党

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四为四高两同步”

总体思路和要求,就能有效解决长期积累、制约发

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问题,就能把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成现实,更好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就一定能加快山西现代化的进程.

楼阳生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擘画了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各级各部门都要把

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贯彻

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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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

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治晋兴晋强晋全过程和事业

发展各方面,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

各方面制度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

向行稳致远.

楼阳生指出,加强法治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的重要任务,是搞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要着

力加强法治山西建设,更好地在法治轨道上展开和

推进各项事业,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要着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构建

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坚持一切行

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法定

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改革创新勇担当,提

高效能出实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着

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要

着力加强地方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以

良法保善治、促发展、强创新、扬正气、惠民生.围

绕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起、高标准保护、高品质生

活,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立法,重视总结转型综改、能

源革命、优化营商环境等先行先试的成功做法,通

过地方立法提供法治保障.要着力加强合法权益

维护,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人民群

众和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要着力加强打击违法犯罪力度,依法打击一

切违法犯罪活动,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要着力加强

基层治理、行业治理、单位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

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广

泛开展“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村(社区)、企业、

单位创建活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奠

定基石.

楼阳生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肩负起新

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

工作始终,坚决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的重大决策部

署,确保一切重点工作、重大立法、重要事项都要在

党委领导下进行,全面提升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人大代表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

要认真履职,围绕中心和大局更好发挥作用.

楼阳生强调,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山西

这块历史厚重、文化灿烂、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曾经

—３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１　



和正在谱写着一幕幕感天动地的奋斗诗篇.从人

文始祖的肇始发祥、到古代先贤的文明创造,从革

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到能源基地的重大贡献,从转

型综改的攻坚克难、到能源革命的探索实践,无不

令人自豪,催人奋进,给人以力量.现在的我们,正

阔步走在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伟大复兴路上,肩负着山西实现“两个同步”的历史

使命,坚定前行.历史告诉我们,机遇总是垂青于

有准备的人,机遇总是让渡于有本领的人,机遇总

是成就于有担当的人.３７００万山西人民都是奋斗

者,都是见证者,都是担当人.要以结果论英雄,倡

导以实干立身、拿实绩展示、用事实证明,通过结果

来检验落实的程度、发展的质量,进而发现好做法

好经验好干部,让干事创业、求真务实蔚然成风.

要让项目来说话,必须把转型项目作为硬任务、硬

抓手、硬指标、硬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

各开发区都要在抓项目上下功夫、强本领、求实效,

力争有更多好项目大项目新项目源源不断在山西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用担当尽忠诚,不断锤炼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

命在肩、成竹在胸,无私无畏、清亲政商、干净干事,

能动推进转型综改的伟大实践,主动解决人民群众

最急最忧最盼的民生实事,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

线,坚决反对和纠正不作为、慢作为甚至假作为,坚

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担责负责尽责中让

党中央放心、让山西人民满意.

楼阳生号召,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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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的领

导下,凝聚起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磅礴

力量,不负韶华,不辱使命,奋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山西篇章.

１１时２２分,楼阳生宣布: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胜利闭幕.大会在雄壮的

国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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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公　告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通

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优化营商环境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原则,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表国家要求、对标发

达地区做法、对接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以审批

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

务最好为目标,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良好

环境.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快职能转变,以

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协调机制,统筹推

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研究解决推进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相关行业和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情况,在法治框架内积极探索原创性、差异化的优

化营商环境具体措施;对探索中出现失误或者偏

差,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予以免除或者减轻责任.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优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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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工作中结合实际依法改革创新、做出显著成

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优化审批

第七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依法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按照谁审批、

谁负责的原则,明确集中许可部门的集中审批职

责;按照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明确原许可部门的

事中事后监管职责,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宜划

尽划的原则,依法推动有关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整链

条划转至集中许可部门统一行使.

集中许可部门应当根据事项类型归并审批事

项,系统性优化再造审批流程.

集中许可部门的行政审批专用章(含电子印

章)与原许可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加盖的行政公

章或者行政审批专用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省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原许

可部门不得要求再加盖本部门行政公章或者行政

审批专用章.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精

简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

批效率.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本部门审批事

项容缺受理目录.对主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

定形式要件,缺项材料在容缺受理目录内的审批申

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政务服务机构应当先行受

理,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材料、补交期

限,容缺受理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推进简

政放权改革.下放的审批事项,应当明确下放事项

的名称、依据、程序、类型等要素,下放审批事项的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承接审批事项的行政机关的

技术支持、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承接审批事项的

行政机关应当做好承接工作,确保承接事项有效

实施.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扩大企业投

资项目承诺制实施范围,逐步增加政府统一服务事

项和企业承诺事项,减少审批事项,但是不得与法

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简化审批

手续,提高服务效能;完善施工图勘察设计质量承

诺制、设计人员终身负责制、重要工程专家论证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项目

落地保障机制,实行项目跟踪服务责任制,及时协

调解决项目审批、建设中的相关问题.

第十三条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分类管理.

直接取消审批的,市场主体办理营业执照后即

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审批改为备案的,市场主体报送材料后即可开

展相关经营活动,有关部门不再进行审批.

实行告知承诺的,市场主体承诺符合审批条件

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当场办理审批.

市场主体登记实行名称自主申报制、经营范围

公示制、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推行全程电

子化,压缩办理时间.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优化市场主体变更和注销办理流程,利用政务服务

平台推进部门间联动协同,减少申请材料数量,压

缩办理时间,降低办理成本,实现市场主体变更和

注销便利化.

市场主体注销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适

用简易注销程序:

(一)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开展经营活动的;

(二)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或者已

经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的;

(三)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其他适用简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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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程序的.

第三章　市场环境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市场主体供

应国有建设用地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土地权属清晰;

(二)安置补偿落实到位;

(三)地块位置、面积、用途、容积率等规划条件

明确;

(四)具备使用建设用地所必需的其他基本

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

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等方式供应工业用地.

第十六条　供电、供水、供气、供热、通信等公

用企事业单位应当简化报装程序、压缩报装时间,

最大限度降低产品、服务价格,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标准和服务时限等内容,

不得强迫市场主体接受不合理的服务条件,不得以

任何名义收取不合理费用,不得无正当理由不提供

产品、服务.

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应当严格执行税收服务

规范,推行网上办税业务,优化税收优惠政策的办

理流程,保障市场主体全面、高效、便捷地享受国家

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八条　本省在国家授权的税额幅度内确

定税率标准的,应当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公开征求

纳税人意见,按照减轻税负、有利招商引资和创新

创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原则确定.

第十九条　设立政府性基金、涉企行政事业性

收费、涉企保证金,应当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

经国务院批准.对政府性基金、涉企行政事业性收

费、涉企保证金以及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

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开.实施行政管

理或者提供公共服务不得收取清单以外的任何费

用,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涉企保证

金等有上下限标准的,应当按照下限标准收取.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完善对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和激励

措施,统筹安排各类支持创新创业的资金,发展创

新创业孵化服务.

鼓励和支持开发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

建设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等,完

善科技创新、融资、财务、人力资源和法律咨询等配

套服务,降低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成本.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当制定激励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

险可控的基础上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流程,降

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便

捷的金融服务.

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金融机构开

发信用融资产品,支持信用状况良好的市场主体提

高信用评级和融资可得性.

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建立适合小微企业特点

的授信制度和信贷流程,推广使用知识产权、股权、

应收账款、订单、保单等进行担保融资,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支持企业通过发

行债券、上市、挂牌等方式进行融资,做好上市企业

后备资源的筛选、培育、辅导和服务工作.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出

资新设、增资扩股、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发展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建立担保费补贴机制,完善风险

分担机制,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扩大担保业务

规模,降低担保费率;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放宽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盈利性考核指标.

第二十三条　企业可以以金融机构保函、工程

担保公司保函和工程保证保险替代现金缴纳涉企

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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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构建铁路、公

路、航空多式联运体系,完善省物流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实现货运供需信息实时共享和智能匹配.

省人民政府应当优化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优

惠政策,降低货运车辆运输成本;完善交通运输部

门公路管理机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联合执法制

度,不得重复罚款、重复收费.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加

强货运涉企收费管理,健全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制

度,取消无依据、无实质服务内容的收费.

第二十五条　口岸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与海关、边检等相关部门的通关协

作,建立出入境信息共享、联检联查工作机制,优化

通关流程和作业方式,推进覆盖货物通关各环节的

全程无纸化,实现贸易领域证书证明电子化管理,

简化通关手续,降低企业通关费用,推进通关便

利化.

第四章　政务服务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推行政务服务改革,实现政务服务智能化、

标准化、便民化,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营造高效透明

的政务环境.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标

准化的政务服务规范和操作规程,实现同一事项的

名称、依据、程序、类型等要素的统一,编制和完善

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以及办事指南,并及时公开.

第二十八条　市场主体提交的政务服务事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能够当场作出决定

的,在窗口受理后直接办结.

市场主体申请的政务服务事项依法需要现场

踏勘、专业技术审查、专家论证、听证、集体讨论的,

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明确时限.涉及多个部门的,政

务服务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开展.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省统一

的政务服务数据管理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全省统一

的政务云,推进政务数据全部上云,强化数据资源

管理,推进政务信息机构改革.

省政务信息管理机构负责归集、整合政务服务

数据,组织建设自然人、法人、自然资源和空间地

理、宏观经济、电子证照、信用信息等综合数据信息

资源库,并依法向社会开放.

第三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省跨层级、

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的一体化统一网络体系,构

建全方位、高效率的政务数字化应用体系,实现各

级各部门政务外网一体运行、全面覆盖.

第三十一条　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应当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实现

网上咨询、申报、审查、办理、反馈.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秘密等情形外,政务服务事项

应当纳入政务服务平台办理.

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申

请材料的,不再提交纸质申请材料.

国家统一电子印章系统制发的电子印章与实

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电子证照、电子证件、

电子证明是市场主体取得相关资格的合法凭证,与

纸质版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托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推进全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推

动多终端数据对接,实行专业化运营服务.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各级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的政务服务业务系统应当在政务云平台

集中部署,接入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

现互联互通、共享交换、业务协同.

政府部门能够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的信息,以及

前序流程已经收取的材料,不得要求市场主体重复

提交.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共享数据使用全过程管理,确保共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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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网络安全监管部门、政

务信息管理机构应当建立网络安全体系,确保设施

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将制定和执行的与

市场主体相关的创业、创新、人才、规划、产业、项

目、市场、金融、税费、奖励、补贴等政策,及时通过

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和新闻媒体等向社会

公开,并通过政务服务大厅、政务服务热线等为市

场主体提供咨询服务.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公布证明事项清单;未纳入清单的证明事项,不

得要求市场主体提供.

下列证明事项,应当取消:

(一)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决定依

据的;

(二)能够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和部门间核

查的;

(三)能够通过法定证照、法定文书、合同凭证

等证明的;

(四)能够被其他材料涵盖或者替代的;

(五)能够通过网络核验的;

(六)采取书面承诺方式能够解决的;

(七)开具单位无法调查核实的.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将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土地使用

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以及

适合以市场化方式配置的自然资源、资产股权、环

境权等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

统一规范、公开透明、服务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体系,实施省、市交易目录清单管理,实现各类公

共资源交易电子化、网络化.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推行公共资源配

置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全过程信息公开,保

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交易活动.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加

强信息集成共享,实现不动产登记、交易“一窗受

理,并行办理”,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和现

场自助查询,查封、抵押、注销登记即时办理,转移

登记三日内办结,其他登记五日内办结;对企业间

转让非住宅不动产转移登记设立绿色通道.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电

子化政府采购平台和电子卖场建设,完善政府采购

质疑投诉和行政裁决机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政府采购工作应当公开透

明、公平公正,依法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和不同地

区的市场主体,不得以产品产地来源等不合理条件

进行限制或者排斥.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规

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为,编制并公布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清单.能够通过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或者市场主体可以按照要求

自行完成的事项,不得设定中介服务.现有或者已

经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不得转为中介服务.

中介服务事项依法由市场主体委托的,应当由

其自主选择中介机构,行政机关不得指定或者变相

指定;中介服务事项依法由行政机关委托的,应当

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中介机构并支付费用,不

得向市场主体收取费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建立中介机构及

其责任人惩戒和退出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查处中介机构违规收费、出具虚假证明或

者报告、谋取不正当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

规行为.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企业破产工作联动机制,依法统筹企业破产过程中

的业务协调、信息共享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落实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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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豁免债务、财产处置等环节的税收优惠政

策,并对重整或者和解成功企业的信用进行修复.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和市场主体需求制定实施人才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人才引进具体措

施,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险、配偶安置、子女入学、

团队和平台建设等方面提供服务保障,对引进人才

的市场主体给予奖励、补助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完善人力资

源管理服务,制定人力资源供求指导目录,建立人

力资源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优

化配置.

第五章　监管执法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依照法定职责,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实现监

管全覆盖.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各部门对本部门审

批或者指导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负责事中事后

监管.

对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事项,应当

加强审批和监管衔接,确定具体部门负责监管.

对已经取消审批但仍需政府监管的事项,由相

关主管部门负责事中事后监管.

对下放审批权的事项,应当调整监管层级,由

接收审批权的部门承接审批和监管职责.

对审批改为备案的事项,相关主管部门应当进

行核查;对未经备案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市场主

体,依法予以查处.

对没有专门执法力量的行业和领域,审批或者

相关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委托执法、联合执法等方

式,会同相关综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相

关综合执法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推进全省涉企信息归集公示,完善经营异常名录、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

理,加强企业信用风险预测预警和动态监测;建立

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和信用修复

机制.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按照鼓励创新、包容

审慎的原则,有针对性地确定监管方式和标准

规范.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设规范统一、

数据共享、协同联动的“互联网＋监管”系统.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业务系统应当与“互

联网＋监管”系统对接,实现监管事项全覆盖、监管

过程全记录、监管风险可发现、监管数据可共享.

“互联网＋监管”系统主管部门应当为各级监

管部门开展监管业务提供平台支撑和大数据分析

预警服务,为各级督查(考核)部门提供本级监管部

门履行监管职责情况综合评价和效能评估服务,评

价评估结果应当作为对监管部门考核评价的依据.

第四十六条　同一部门对市场主体实施的多

项行政执法检查能够合并进行的,应当合并进行;

不同部门对市场主体实施的多项行政执法检查能

够合并进行的,由本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实施

合并或者联合检查.

第六章　法治保障

第四十七条　本省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

域、业务,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

第四十八条　行业协会商会应当反映会员诉

求,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为会员提供服务,规范会员

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市场

主体入会、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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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涉及市场主体的各类评比、

评估、升级、排名、表彰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应当依

法依规、公开公正,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是否参加.

第四十九条　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对本机关制

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政策文件进行评

估,清理违反法律法规、相互矛盾、妨碍市场公平竞

争、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等内容.

市场主体认为现行有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其他政策文件存在前款规定情形的,可以依法申

请制定机关予以审查,制定机关应当在受理后三十

日内作出答复.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与司法机

关建立市场主体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法为市场主

体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降低纠纷解决成本.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能够依法直接处理或者通过调解方

式化解纠纷的,应当及时处理,不得拒绝受理.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查处各类涉

企、涉商违法行为,维护市场主体周边治安环境,依

法办理经济案件,保障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秩序.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作为

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时,应当依法履行与市场主

体签订的合同、协议和在招商引资中以文件、会议

纪要等形式作出的合法承诺,不得以政府换届、相

关责任人调整等为由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者迟延

履行.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因国家利益、公共利

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变更合同或者承诺的,

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给市场主体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

第五十三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不得以工程

未完成审计、决算为由,违约拖欠市场主体的货物、

工程、服务款项;大型企业不得利用优势地位拖欠

中小企业账款;市场主体有权依法要求拖欠方支付

拖欠款并对拖欠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还款或者赔偿,应当依法

纳入预算,并不得违背市场主体真实意愿或者在约

定的付款方式之外,以承兑汇票等形式延长付款

期限.

第五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

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可以采取下列方式听取企业和

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生

产经营活动中的重大问题:

(一)邀请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列席政府有关经

济工作会议;

(二)在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与企

业、行业协会商会交流;

(三)走访企业,组织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座谈、

调研,了解企业或者行业发展状况;

(四)组织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参加推广企业产

品、服务的洽谈会、展销会、推介会等公开经贸交流

活动;

(五)组织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参加政策宣传、

人才培养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等培训活动;

(六)邀请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到本部门洽谈工

作、办理业务、座谈交流等.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或

者组织上述活动,应当遵守公务管理有关规定.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关部门应当对所属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予以处理.

第五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损害营商环境、侵害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滥用权力袒护有关市场主体进行不正当

竞争;

(二)未按照规定落实对市场主体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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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制市场主体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指定

服务;

(四)强制市场主体无偿或者廉价提供商品、劳

务或者技术;

(五)强制市场主体接受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

有偿培训;

(六)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财物;

(七)要求市场主体接受有偿宣传,征订报刊、

图书、音像资料等;

(八)要求市场主体为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借

款或者担保;

(九)向市场主体摊派、索要赞助或者强制市场

主体捐赠捐献、参加商业保险;

(十)侵犯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或者泄露涉及市

场主体商业秘密的信息;

(十一)其他损害营商环境、侵害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的行为.

第五十七条　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商会、公用

企事业单位等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营商环境的,

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外,应当将违

法情况记入信用记录,并依法采取重点监管、信用

预警、失信曝光等惩戒措施.

第五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工

作人员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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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华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将«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的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立法意义

一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

决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善投资和

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

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

的营商环境”.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

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制定条例有利于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对优化我省

营商环境将起到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

二是落实省委促进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重大

部署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我省提出要打造“六最”

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效”改革,营商环境明

显改善,但是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当

前宏观环境严峻复杂形势下,要实现高质量转型发

展,迫切需要通过法治化手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制定条例将充分彰显省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三是推进和保障改革的重要举措.国家和我

省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以及一

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需要上升到地方性法规

层面系统性固化,使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有法可

依,纳入法治轨道.制定条例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

推动作用,实现地方立法与时代同步伐、与改革同

频率、与实践同发展.

四是省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主动担当作

为的体现.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要求常

委会“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集中出台一批主题鲜

明的改革立法,构建保障和推动改革的‘四梁八

柱’”.自主起草«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是省

人大常委会“１＋X”改革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地方立法工作发挥人大主导作用的具体实践.

二、基本原则

一是对表中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商环境

的重要论述,充分吸收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营商环

境、“放管服”改革等方面的重要文件及省委、省政

府相关文件的主要内容,确保条例草案既与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又突出山西

特色和实践性.

二是问题导向.坚持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

问题的原则,对梳理出的我省营商环境存在的行政

效率较低、要素成本偏高、政商关系疏离、政府信用

不佳、企业权益受损、政策落实不力等方面的数十

个具体问题,认真分析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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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条文,使条例对政府和企业都真正能用、管用、

实用,成为我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抓手.

三是目标导向.对标先进省市的营商环境建

设情况,以建设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开放有序的

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诚信包容的人文

环境为立法目标,推动我省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

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六

最”营商环境,推动形成以改革促优化、开放促优

化、规范促优化的强劲态势.

三、起草过程和框架内容

财经委从今年１月开始起草条例.郭迎光副

主任对起草工作提出重要指导意见.为增强立法

力量,邀请了多位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功底深厚的

同志参与起草工作.

８个月时间里,起草组多次组织集中学习,到

已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省份调研,深入研究营

商环境立法情况和经验,召开了数十次座谈会、研

讨会和论证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先后形

成了三个阶段性文本和数十个修改稿,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提前介入、协调指导.９月１１日,主任会

议研究了条例草案,同意提请常委会审议.

条例草案聚焦与市场主体活动联系最密切的要

素,设置了“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三章,借

鉴先进省市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又设置了“人文环

境”一章,共四个主体章节.此外,还包括“总则、监

督保障、法律责任、附则”等四章,共八章,七十七条.

四、主要特点

针对我省营商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条例草案

从推动改革深化、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制度创

新等层面作了系统性规定,不面面俱到,又突出重

点,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一)着力提高行政效能

政府的权责清单不明晰,事项的办理标准不统

一,网上办理条件不完备,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

不顺畅,这些都导致办事慢、办事难、办事繁,市场

主体和办事群众反映强烈.针对这些问题,条例草

案规定,政府要公开权责清单;制定标准化的政务

服务规范和操作规程;建设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国家统一电子印章系统制发的电子印章与

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推进政府部门间的政

务数据信息共享;增加政府统一服务事项和企业承

诺事项,减少审批事项.

政务服务标准化,全省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赋予

电子印章法律效力,部门间数据共享,这些规定针对

性、指向性强,对提高行政效能具有硬性约束.

(二)切实保护企业权益

市场准入不公平,政策缺乏连续稳定性、相互

矛盾掣肘,行政执法检查过多,滥用停业停产等“一

刀切”式应急管理措施,司法行为不规范,都严重侵

害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些问题,条例

草案规定,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出台政策措施应当

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废除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

相互矛盾、妨碍公平竞争的内容;行政执法要落实

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制度;采取停业停产等应急管理措施应当慎

重;司法机关对市场主体应当准确适用限制人身、

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经济犯

罪处理,防止将民事案件变为刑事案件办理,对市

场主体的一般违法行为应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

强制措施.

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慎用应急管理措施,

规范司法行为等规定,能够有效保护企业和企业家

合法权益.

(三)有效降低要素成本

我省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等原

因,市场主体的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高,对外来投资

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本地存量企业的生产经营负担

也较重.针对这些问题,条例草案规定,电力应当坚

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逐步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府

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探索灵活的土地出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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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应当推广使用知识产权、股权、应收账款、

订单、保单等进行担保融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融资

支持力度;公用事业企业应当公开收费范围、收费标

准和服务时限,最大限度降低产品服务价格;涉企行

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涉企保证金等有上下限

标准的,一般应当按照下限标准收取.

土地出让、融资担保、公用事业服务和涉企收

费是降低生产要素成本的关键,条例草案相应作了

明确规定.

(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政商交往过程中,部分干部把握不准尺度,宁

要“清”、不敢“亲”,服务意识不强,存在不愿为、不

敢为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条例草案规定,要构建

新型政商关系,列举了政府与企业沟通的具体方

式;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提高决策透明度,制定涉

及市场主体利益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时,应当听取

市场主体的意见建议;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出

台的政策应及时公开,并做好后续的咨询和解读工

作;对于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出现失误的,只要

符合未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等情况,免于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条例草案在政企交流方面作出具体规定,鼓励

干部与企业消除顾虑、大胆作为、良性互动,为构建

新型政商关系提供法治保障.

(五)务实打造诚信政府

“新官不理旧账”,政策朝令夕改,招商承诺不

兑现,拖欠企业账款等不诚信行为严重损害政府的

公信力.针对这些问题,条例草案规定,政府应当

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依法作出的规划、行政决

定等不得随意改变;不得“新官不理旧账”,以政府

换届、相关责任人调整等为由不履行、不完全履行

或者迟延履行约定义务;政府应当履行在招商引资

中以合同、文件、会议纪要等形式作出的承诺,由于

政府未能履约给市场主体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补

偿并纳入预算;拖欠市场主体款项的,应当及时还

款或者赔偿.

新官要理旧账,投资承诺应兑现,不得拖欠企

业账款等规定,强调了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方面的

示范和引导责任.

(六)确定主管部门及职责权限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的

重要工作,涉及众多部门和单位,需要有一个政府

部门牵头.已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省市大都

明确规定了一个主管部门,并赋予相应职权.考虑

我省实际,条例草案规定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应当有

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服务、监督检查、考核评价以及

损害营商环境问题的受理、调查和处理工作,以立

法形式明确主管部门职权及监督检查方式.

因为涉及政府部门内部分工,条例草案中不作

具体规定,由省政府指定一个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

主管部门.

(七)强化落地执行

一部好的条例关键在于实施,要得到有效的贯

彻落实,必须有相应的监督保障措施.条例草案规

定,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纳入各级党委巡视巡察内

容,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体系;省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营商环境评价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不履行优化营商环境职责的法律责任;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损害营商环境行为的投诉举报处理

制度,建立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巡视巡察、考核评价、失职问责、投诉

举报、正面激励等工作机制,对条例实施将起到重

要保障作用.

综上,条例草案既有硬性的规定,也有探索性

的做法,还有宣示性和引导性的内容.一部条例不

可能解决营商环境的所有问题,但一定能够发挥重

要的规制和推动作用.有些不宜作出过细规定的

内容,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制定配套的实施

细则,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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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体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委 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９月,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

法制委、法工委根据组成人员的意见和国务院«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国务院条例)对草案进

行了反复认真研究和逐条修改.１０月２２日、２３日

赴晋城市深入企业、政务服务大厅开展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之后,结合调研情况再次进行

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省政府办公厅、省直

有关部门、设区的市、部分县区征求意见,利用网

络、报纸等媒体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根

据各方面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再次修改.１１月１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逐条进行了研

究、修改.１１月５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

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１月１６日,根据全省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我们又进行了认真学习研究并作了进一步修

改.１１月１８日,主任会议研究后,形成了现在提

请本次会议审议的草案二审稿.现将审议结果报

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初审稿共８章７７条.修改过程中,我们对其

中文件化的语言、与上位法和我省之前出台的相关

地方性法规重复的内容,以及超越地方立法权限的

内容进行了删除;同时根据国务院条例,对草案结

构进行了调整,重构之后各章分别为:总则、审批制

度、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督管理、法治环境和附

则,草案二审稿共７章５６条.

二、修改原则

草案修改工作启动后不久,国务院条例正式通

过.修改过程中,我们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不抵

触原则.修改组逐条对照国务院条例,对草案中出

现的与国务院条例不一致的情况,进行修改.二是

不抄搬原则.对国务院条例以及我省之前出台的

其他相关法规中已经具体规定的内容,在草案中不

作重复规定.三是有特色原则.我省近年来“放管

服效”改革、“数字政府”建设、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６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１　



的改革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有必要上升为法规,在

草案中予以明确,以突出山西特色、解决山西问题.

三、具体修改建议

(一)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原则

修改过程中,有关方面认为,我省在优化营商

环境中被国务院肯定的“三对”“六最”原则应当在

条例中予以明确,以体现山西特色.法制委员会经

研究,建议结合国务院条例的具体规定,对优化营

商环境的基本原则予以充实,在原则中增加“对表

中央、对标一流、对接国际”,“审批最少、流程最优、

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内容.

(现草案第二条)

(二)关于现阶段我省各级政府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的重点

根据全省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当前各级政府要以数字政府建

设为引领,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

服务型政府建设.据此,法制委员会建议,在总则

中增加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快职能转

变,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引领,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现草案第三条)

(三)关于推进行政许可权制度改革,实现最大

限度“放权”

调研中,晋城市作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试点,已经在全市域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１０

月２９日,全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推进会召

开,会议要求全省各市县将全面推进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１１月１６日,全省深化“放管服效”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再次肯定并总结了

这一经验.法制委员会经反复认真研究,根据行政

许可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增加有关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内容,即现草案第六条.同时建议,将

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取消施工图审查、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内容,作为我省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成果用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即现草案第

十条.

(四)关于提高公共设施接入效率,降低企业运

营成本

审议和调研中,有关方面提出,供电、供水、供

气以及通信等公共设施的接入效率是影响企业投

产运营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世界银行评价营商环

境的重要指标.法制委员会经研究,结合国务院条

例的规定,建议增加“不得强迫市场主体接受不合

理的服务条件,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不合理费用,

不得无正当理由不提供产品、服务”,对公用事业企

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制.(现

草案第十五条)

(五)关于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提升政府公共服

务水平和政务服务效能

调研中,有关方面提出,实践中“信息孤岛”现

象严重,政府各有关部门专有系统独立运行、重复

建设、标准不统一,核心数据整合、共享不足,政府

部门之间数据信息互联共享难度大,进而影响市场

主体办事的便利度和获得感.法制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根据全省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数字政府建设“五个一”要

求,从建设全省统一的政务云,全省一体化统一网

络体系,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全省政务

信息系统整合,加强网络安全体系等五个方面,重

新整合、规范,以最大限度实现利企便民,最大程度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现草案第二十八条

至三十二条)

(六)关于完善破产经费筹措机制,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

调研中,有关方面提出,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是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存在无效

低效市场主体存量大、市场主体破产渠道不畅通的

问题.法制委员会经研究,按照国家发改委等十三

部委«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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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金〔２０１９〕１１０４号)的规定,即“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探索建立破产经费筹措机制,对破产财产不足以

支付破产费用的市场主体,可通过筹措经费帮助支

付有关费用”,建议增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探索建

立破产经费筹措机制、落实破产企业有关优惠政策

的内容.(现草案第三十七条)

(七)关于行政许可权制度改革后,如何对市场

主体进行监管

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已经突破原有“谁

审批谁监管”模式之后,为了加强审管衔接,把监管

责任落到实处,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法制委

员会建议根据国务院条例对市场主体监管全覆盖

的规定,在第五章“监督管理”中增加一条作为第三

十九条,针对六种不同审批情形,明确规定了相应

的监管主体、对象和范围.(现草案第三十九条)

(八)关于治理拖欠企业账款,提高政府公信力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要积极树立政府

的公信力,率先带头做好企业债务清欠工作.法制

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修改完善有关行政机关、事业

单位作为民事主体与市场主体签订合同、履行合

同、违约拖欠款物的有关规定,用法治手段约束公

权力主体,突显“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现草

案第四十九条)

(九)关于完善政企沟通机制,保障民营企业公

平参与市场竞争

调研中,有关方面提出,建立完善良好的政企

沟通机制,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和保障企

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的基础.法制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增加“建立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联系制度、

政企沟通协调会制度和民营企业直通车制度”.

(现草案第五十一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作

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二审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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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委 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

议对«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进行了二审.二审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二审稿进行了反复认

真研究、逐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１２月９日,按照

我省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将征求意见稿印发省人大

代表;并征求林武代省长、各位副省长、省委办公厅、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意见.同时,根据１２

月９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在全省

各市县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山西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两个文件精神,逐条对照草案内容,进一步补充完善

相关规定.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１日,修改组赴深圳市、山

东省就两地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和做法进行调研学

习.１２月２５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

改稿逐条进行了研究、修改.１２月２７日,法制委员会

召开全体会议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２月３０日主任会议

研究后,形成了现在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草案三审

稿.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二审稿共７章５６条.修改过程中,我们在二

审稿补充有关数字政府建设及“五个一”要求的基

础上,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及

行动计划的内容再增加２条;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增

加１条;同时根据省政府的反馈意见、审议意见和

征求意见情况,对有关条文的表述作出修改.修改

后,现草案共７章５９条.

二、修改原则

修改过程中,我们按照以下原则开展工作:一

是针对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征求意见情况,我们

坚持能采纳尽量采纳,能吸收尽量吸收的原则,进

一步充实完善草案内容.二是将我省近期在优化

营商环境中的改革成果,及时以法规形式固定下

来,做到改革与立法同频共振.三是充分尊重市场

主体提出的有关要求,在法治框架内为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做好制度设计.

三、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容错机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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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时,有关方面提出,容错机制有利于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鼓励

各行各业形成创新担当的氛围,有利于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根据国务院«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建议增加

一条作为第五条,规定:“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情况,在法治框架内积极探索原创性、

差异化的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措施;对探索中出现失

误或者偏差,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予以免责或者

减轻责任.”(现草案第五条)

(二)关于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分类管理的

规定

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了采取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

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方式,持续精简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修改时,我们依据这一规定,结合我省

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现行做法,以涉企行政许

可事项分类管理为切入点,将直接取消审批、审批

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三种不同类型的涉企行政

许可改革,予以细化规定分列三款表述,有利于突

出我省在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展现山西智慧,体现山西特色.(现草案第十三

条)

(三)关于充实政务服务的有关内容

根据常委会主要领导指示,法制委员会根据

«山西省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和«山西省以

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

划»的文件精神和主要内容,逐条对照草案进行比

对和研究后,建议增加有关不动产登记和政府采购

方面优化服务的规定.(现草案第三十七条、第三

十八条)

(四)关于政企沟通机制的规定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建立完善良好的政

企沟通机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关键要进一步明

确具体的政企沟通方式.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

建议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并参考初审稿中

关于政企沟通具体方式的有关内容,通过规定六项

政企沟通的具体措施,建立规范化、机制化的政企

沟通渠道.(现草案第五十四条)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建议草案中增加有关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营商环境评价制度,完

善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了

这一建议,考虑到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八

条明确规定在国家层面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主体和

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建议

三审稿不再增加这方面内容为宜.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作

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三审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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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各位代表:

现在对«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立法情况,省人大常委会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营商环境是关系到一个地区市场主体活力、社

会创造力和经济发展力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以更有力的法治举措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中国经济正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强调,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国务院去年连续出台一系列

重要文件,尤其是１０月２３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把这项工作摆上了更加重要的

位置.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结合山西实际,提出了按照“三化”要求、

坚持“三对”标准、努力打造“六最”营商环境的目

标,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特别是以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改革、“一枚印章管审批”、政务信息一体

化等重大改革为突破,大力推进“放管服效”改革,

简政放权、依法监管、政务服务、行政效能都取得显

著成效,市场主体活力增强,营商环境主要指标大

幅进位,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满意度不断提升.全

省经济稳中向好、持续向好,山西经济发展站在了

一个新的起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我省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已经取得的

成果,迫切需要通过地方立法来巩固;营商环境本

身存在的结构性、制度性、观念性问题,也需要通过

地方立法来规范.刚刚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了“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制

度安排基本形成,山西营商环境主要指标升至全国

前列”的工作目标.省人大代表也就优化营商环境

立法提出议案,希望通过地方立法,更大力度为各

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破堵点、解难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始终密切关注改革进程,以

立法回应改革需求,以法治的力量为改革保驾护

航,将优化营商环境立法作为本届人大及其常委会

立法规划的重点项目.条例的起草制定,是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重要指示,

落实省委“坚持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

新为上,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起、高标准保

护、高品质生活上用非常之力、下恒久之功,确保到

２０２０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２０３５年

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思路和

要求的具体行动.同时,也回应了优化营商环境过

程中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问题,保证了

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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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例起草过程及修改原则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立法工

作,实行起草小组“双组长制”,“双组长”分别由省

人大常委会分管副主任和省政府分管副省长担任.

从去年年初开始,省人大财经委先后赴河北、

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五省学习考察,赴吕梁、长

治、晋城调研;召开８次座谈会和１次论证会,与

３０多个省直单位、市县政府组成部门、各类型企

业、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座谈交流;３次向２０多个

省直相关部门书面征求意见,认真梳理出我省营商

环境面临的７方面突出问题,以及营商环境工作存

在的４类６２个具体问题.条例的起草,始终遵循

从我省实际出发、解决突出问题的原则,有针对性

地制定相应条款.

在草案修改阶段,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

委赴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深圳等省内外多地学

习考察立法先进经验;认真梳理常委会审议时的组

成人员意见,逐条研究,反复修改;草案重要条款的

改动,都要反复征求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等有关方

面意见;充分发挥省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广

泛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所有上述意见和建

议,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吸收

或者采纳.

草案经过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第十六次会议三次审

议,并报省委同意,目前已经基本成熟,省人大常委

会决定提请本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在草案修改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自觉把“两个维护”贯穿修改工作的始终,不折

不扣把习近平经济思想、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最新要

求贯彻落实到立法中.二是严格遵循不抵触原则,

修改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内容,删除超越地方立法权

限的内容.三是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

思路和要求,回应省政府最新举措,总结我省打造

“六最”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坚持立法与改革同

步,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四是突出山西特色,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我省“放管服效”改革中的难点

堵点,从制度设计方面提出解决方案.五是坚持从

实际出发,能明确尽量明确,能具体尽量具体,增强

法规的可操作性.

三、草案的主要内容

法治保障改革,改革促进法治.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起草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就是要在地方立

法权限范围内,巩固改革成果、破除改革障碍、解决

改革的难点堵点痛点.草案共７章５９条,紧紧围

绕优化政府审批、降低市场主体运行成本、提升政

务服务水平、规范市场监管行为、完善法治保障等

内容,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进行细化和补充,力求突出山西特色、解决山

西问题.

优化营商环境,关键是要全面提升政府治理现

代化水平,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深化我省“放管

服效”改革,具体抓手就是推广“一枚印章管审批”

改革和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草案对“一枚印章管审

批”改革作出原则性规定,突出了我省优化审批制

度改革的成功实践.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

点改革,是继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之后,我省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重大举

措.草案第七条规定,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依

法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按照宜划尽划的

原则,推动有关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整链条划转至集

中许可部门统一行使,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集

中许可部门的行政审批专用章(含电子印章)与原

许可部门的行政公章或者行政审批专用章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草案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五个一”工

程作出具体规定,有利于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

平.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既是实现治理现代

化的有力抓手,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们就是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不断提升政府

治理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草案第二十九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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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条对我省数字政府建设“一朵云”“一张网”

“一平台”“一系统”和“一城墙”作出具体规定:要求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省统一的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全省统一的政务云;省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全省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

的一体化统一网络体系;全省一体化在线服务平

台,应当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托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推进全

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共享数据使用全过程管理,确保共享数据

安全.

四、草案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

(一)明确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目标和原则

为准确把握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方向,草案第

二条将我省打造“三对”“六最”营商环境的工作目

标和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原则用

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草案第五条明确

了容错免责制度,为改革者撑腰鼓劲,让创新者轻

装上阵、干事作为.

(二)突出我省优化审批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

草案第二章集中规定了我省审批制度改革的

内容.为扩大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的成效,草

案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政

府统一服务事项和企业承诺事项,减少审批事项.

为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草案第十三条规定了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分类管理制度,突出了山西改革的亮

点和特色.

(三)降低市场主体的运行成本

草案第三章市场环境,分别对土地供应、税务

服务、金融服务、融资担保、交通物流、通关便利等

内容作出规定.关于工业用地弹性出让,草案第十

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

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等方式供应工业用地.

关于公共设施配套,草案第十六条规定公用企事业

单位应当提高水、电、气、暖等公共设施接入效率,

同时不得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斥民营、中小微

企业.关于税务服务,草案第十八条规定要按照有

利招商引资和创新创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原则

落实“减税利企”政策.关于涉企收费,草案第十九

条规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涉企保

证金等有上下限标准的,应当按照下限标准收取.

(四)优化政府的政务服务

草案第四章政务服务,是“放管服效”改革在优

化营商环境中的具体体现.关于政务服务平台“一

网通办”,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推行政务服务改革,依托全省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流程一

体化在线服务.关于其他政务服务,草案第三十六

条至四十一条规定了不动产交易“一窗受理、并行

办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电子化政府采购平台

建设、规范中介服务、企业破产相关工作联动保障

机制、人才计划引进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五)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

草案第五章监管执法,主要从公正监管、促进

公平竞争的角度,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打造更加

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关于事中事后监管“全覆

盖”,随着审批制度特别是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的推进,原有“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已明显与改

革实践相脱节,为实现“审管衔接”,草案第四十二

条分别规定了六类情形,以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

负.关于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草案第四十五条规

定省人民政府应当建设规范统一、数据共享、协同

联动的“互联网＋监管”系统,逐步实现监管效能最

大、监管成本最优.

(六)完善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措施

草案第六章法治保障,主要对我省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中存在的涉及法治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进

行了规范.一是关于平等进入市场的问题,草案第

四十七条规定我省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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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二是关于

规范政府出台政策文件的问题,草案第四十九条规

定行政机关要定期评估和清理其制定的规章、规范

性文件、政策文件中损害营商环境的违法违规内

容.三是关于市场纠纷化解问题,草案第五十条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与司法机关协调建立市

场主体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法为市场主体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四是关于政府民事行为信用规范问

题,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作为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时,应当依法履行与市

场主体签订的合同、协议和在招商引资中以文件、

会议纪要等形式作出的合法承诺,不得以政府换

届、相关责任人调整等为由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

者迟延履行.

以上说明连同草案,请 各 位 代 表 一 并 予 以

审议.

—４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１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席团:

１月１６日上午和下午,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各代表团分组会议、全团会议对«山

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

行了审议.代表们普遍认为,通过代表大会制定该

条例,对于集中各位代表的智慧,举全省之力,统一

全省人民思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决策,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

体思路和要求,巩固我省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成

效,促进我省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改善,推动全

省经济转型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草案经

过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第十

六次会议三次审议和本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已

经基本成熟,建议本次代表大会通过.同时,在审

议中部分代表和列席人员还对草案提出了一些很

好的意见和修改建议.会后,大会法规组根据这些

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今天

上午,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认真

审议和修改.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第九条

该条规定了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后,应当加强对

承接单位的技术支持、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的问

题.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这一制度需要完善,由

谁来技术支持、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不够明确.

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后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将这

一制度修改为:“下放的审批事项,应当明确下放事

项的名称、依据、程序、类型等要素,下放审批事项

的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承接审批事项的行政机关

的技术支持、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现草案第九

条)

(二)关于第二十六条

该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推行政务服务改革的总体要求.审议时,有的

代表提出,该条内容体现了我省政务服务改革的方

向,但是有关表述是否准确,建议斟酌.法制委员

会认真研究后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删除表述不够

严谨和精准的内容.(现草案第二十六条)

(三)关于第四十三条

该条规定了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推

进涉企信用监管的有关制度,包括全省涉企信息归

集公示制度,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制度,守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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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审议时,有的代表建

议,该条还应当增加有关企业信用修复制度的内

容.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加建立健

全信用修复机制的内容.(现草案第四十三条)

此外,根据代表和列席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法

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作其他文字表述方面的

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草案的原则

草案第二条规定了优化营商环境应当遵循的

原则.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该条还应当补充有

关“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利企惠民的政策环

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诚

实守信的人文环境”等内容作为原则.法制委员会

对该意见进行了认真审议,考虑到这些内容的精神

已经包含于“三对”“六最”之中,因此建议维持现有

规定为宜.

(二)关于草案的执法主体

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草案第四条中应当明

确一个具体主管部门或者牵头部门来落实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法制委员会认真审议了这一建议,考

虑到一是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

工作,需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多个部门和全社

会协同努力;二是政府机构改革仍在进行中,有关

部门的职能可能还会不断调整.有鉴于此,建议维

持现有规定为好.

(三)关于容错免责机制

草案第五条规定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容

错免责机制.审议时,有的代表提出,应当删除有

关“在法治框架中”和“符合规定条件的”等内容;有

的代表提出,容错免责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明确;还

有的代表提出,应当把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开”的

论述补充进来.法制委员会综合考虑并慎重研究

了这些意见,考虑到容错免责机制还属于实践中积

极探索的一种制度,还需要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相一致,因此我们严格按照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的有关规定对这一制度予以明确,建议维持

现有规定,也为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完善留

下空间.

(四)关于市场主体简易注销程序

草案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场主体注销时符

合三种情形的,可以适用简易注销程序.审议时,

有的代表建议将简易注销程序进一步细化,以便于

操作.法制委员会认真审议后认为,政府有关部门

对市场主体简易注销程序有详细完备的规定,而且

这方面的改革还在进一步深化,目前只宜作原则性

规定.

(五)关 于 一 体 化 在 线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的 运 作

评价

草案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全省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应当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流程一体化

在线服务,实现网上咨询、申报、审查、办理、反馈.

审议时,有的代表建议,在第一款后增加一款,内容

为: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应当对全省各

平台运作情况进行监督评价,受理咨询和投诉,并

对专业性争议问题进行即时裁定.法制委员会认

真审议了这一建议,考虑到全省只有一个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不存在对全省各平台运作情况进

行监督评价的问题,而且平台不是主体,也无法去

监督评价其他平台,有鉴于此,建议不再作修改

为宜.

(六)关于政府制定政策文件应当征求市场主

体意见的问题

审议时,有的代表建议,在第六章“法治保障”

中增加一条关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制定优化营

商环境的有关政策文件时,应当征求市场主体意

见”的内容.法制委员会认真审议后认为,２０１８年

５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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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８〕３７

号】,详细规定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监督管

理问题,明确要求文件制发前必须公开征求意见,

建议草案不再抄搬.

另外,还有代表建议,草案应当对过去不符合

规定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涉

企保证金等予以退还,增加对原有市场主体土地变

更的具体条款,考虑到这些均属于法的执行,还涉

及到法的溯及力问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解决,草案不宜作出规定.

还有代表建议,草案应当在第十条充实有关企

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实施范围、删除第十一条有关施

工图勘察设计质量承诺制、设计人员终身负责制、

重要工程专家论证制的内容,以及在第四十一条中

增加有关“对引进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和高层次技术

人才根据贡献给予奖励、补助”的内容,法制委员会

认真审议了这些建议,考虑到«山西省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规定»、«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等法规中已有相关具体规定,本着不重复和相衔接

的原则,建议草案不再规定有关内容为宜.

以上报告连同主席团会议审议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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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林武代省长所作的«山西省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政府过去一

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０年目标任务和工

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转型为纲、项目为王、

改革为要、创新为上,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

起、高标准保护、高品质生活,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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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中共山西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奋力开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山西篇章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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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代省长　林　武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

出意见.

一、２０１９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我省在“两转”基础

上拓展新局面的攻坚之年.党中央赋予我省开展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向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

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

怀,为我省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一年来,在省委

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

届八次、九次全会决策部署,以“示范区”“排头兵”

“新高地”三大目标为牵引,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

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保持了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初步预计,２０１９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６３％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２４％,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９％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７６％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７％左右、９５％左右,城镇新增就业５５７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小于３％、

６％,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３％以内.全省空气质

量和国考断面水质均取得明显改善,其他约束性指

标都较好地完成了年度目标.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扩大有效需求,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深化转型项目建设年活动,落实六项常态化工作机

制,全力实施百项工业转型升级项目,环首都太

行山能源信息技术产业基地、长城智能制造基地、

中电科碳化硅等一批重大转型项目落地开工,吉利

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园、中科晶电砷化镓等项目建

成投运.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支持商贸流通企

业发展壮大,新增４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限额以上网络零售额增长２５％左右.多

元化开拓国际市场,中国(太原)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获批,全年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强化经济运

行监测调度,加强要素保障,深入开展万名干部入

企服务,有效解决企业实际困难,促进了经济平稳

增长.

(二)全力夯实基础,转型发展步伐强劲有力.

贯彻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着力推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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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转型发展.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数字经济、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

业快速发展,成功举办尧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飞

行大会.传统产业改造步伐加快,退出钢铁产能

１７５万吨,关停淘汰焦炭产能１１９２万吨.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快于规上工业,

非煤工业、制造业增速快于煤炭工业,工业结构反

转呈现良好态势.成功获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省级创建单位,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建设

进展明显,累计建成三个一号旅游公路１９８１公里,

命名认定首批１００家３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太行

山大峡谷八泉峡升级为５A级景区,全省旅游总收

入、接 待 国 内 旅 游 者 人 数 分 别 增 长 １９３％、

１８５％.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连续五年保

持在５０％以上.创新驱动力显著增强,１９项“揭榜

制”科研项目落地实施,T１０００高端碳纤维、光伏异

质结组件、低浓度煤层气发电机组等一批先进产品

和技术取得突破,“智创城”省级双创中心启动运

营.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４８６万户,新培育

“小升规”企业６００户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３０５户,高新技术企业超过２４００户,转型发展呈现

磅礴态势!

(三)高位谋划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开

局良好.认真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

新战略,扎实推动１５项重大举措和８５项工作任

务.退出煤炭产能２７４５万吨,煤炭先进产能占比

达６８％.“三气”综合开发试点稳步推进,稳妥布

局氢能产业.光伏发电领跑者基地规模居全国第

一,全年外送电量９９１３亿千瓦时.加强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增效,用能结

构不断优化.加快能源科技创新步伐,煤炭智能开

采、清洁高效利用、智慧能源科技攻关取得突破.

成功举办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和２０１９能源革命

展,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迈出坚实步伐!

(四)大力内拓外联,全方位开放格局加速形

成.主动融入国家开放大战略,中欧(中亚)班列实

现常态化运行.全省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达

２３条,太原武宿机场吞吐量突破１４００万人次.大

张客专开通,大西全线贯通,太郑高铁进入全线铺

轨阶段.右玉至平鲁、阳城至蟒河高速公路建成,

高速公路出省口达到２７个.大同航空口岸正式开

放,五台山航空口岸首飞通航,国际陆港、海关特殊

监管区等加快建设.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邮件处

理量达４３４８万件.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正

式开通.复制推广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成功举办

外交部全球推介活动,积极参加进博会、中非合作

论坛、中博会、厦洽会等重要展会.新增国际友好

城市８对、友好合作伙伴１９对,开放的山西正在拥

抱世界中加速崛起!

(五)聚力补齐短板,三大攻坚战成效明显.全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稳妥推

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加快农信社改制化

险,有效化解高速公路等政府性债务,各类风险总

体稳定可控.全力攻坚深度贫困,最后１７个贫困

县全部进入脱贫摘帽程序,剩余９１８个贫困村全部

退出,２３９万贫困人口脱贫,脱贫攻坚实现决战决

胜!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狠抓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及督察“回头看”问题整改,开展“百日清零”专

项行动,燃煤发电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焦化行

业达到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强力推进汾河流域治

理攻坚,入黄口庙前村断面等国考断面退出劣 V

类.“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扎实推进,完

成营造林５２１万亩.汾河谷地地下水位连续１０年

回升,PM２５平均浓度低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平均

水平,“二青蓝”成为我省的靓丽名片!

(六)持续攻坚克难,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

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汾酒集团实现整体上市,

晋商银行、大地国际登陆港交所,省属二级及以下

企业混改率达７５９％,燃气集团、潞安化工分别引

入华润、美国 AP等战略投资者,国有资本加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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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市场化处置省属

“僵尸企业”１１５户,全面完成省属企业“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推动民营经济３０条有效落实,清偿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比例达６８％,７家企业入

选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

增强.认真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全年新增减税

降费超过５６０亿元.坚持标准化引领,在全国率先

发布职业农民生产技能评价、乡村旅游示范村等级

划分与评价标准,主导制定实施两项国际标准,实

现了零的突破.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综改示

范区示范引领作用开始显现,７７家省级以上开发

区正成为全省新兴产业的集聚区、转型发展的主

战场!

(七)城乡协同发力,区域协调发展质量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

集群建设顺利起步.三大省级战略扎实推进,晋中

农高区成为首批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有机旱作、优势杂粮、功能食品

等特色优势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有效改善,新改建“四好农村路”２４５万公里,完成

农村户厕改造４７万座.稳妥推进农村改革,基本

完成农村集体产权清产核资和集体成员身份确认.

太原都市区建设扎实推进,太原地铁２号线实现轨

通电通,１号线开工建设,太谷撤县设区.中心城

市品质不断提升,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

速,国家物流枢纽互联互通工程等首批１２个项目

开工建设.大县城、特色镇建设步伐加快,完成

３２３３个行政村合并,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

增强.

(八)坚持民生为本,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突出抓好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零就业家庭实现

动态清零.大力实施“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工程,

技能培训人数达１０４７万.建设认定６１６所普惠

性幼儿园,建设改造５００余所乡镇寄宿制学校,

６０００多所中小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一体化

发展.“１３３１”工程深入实施,与C９等高校合作成

效明显,山西农大和省农科院合署改革取得实质性

进展,积极筹建国科大太原能源材料学院,４所高

职院校跻身全国职业教育“双高”行列.县域医疗

卫生一体化改革全国领先,“１３６”兴医工程扎实推

进,晋鄂联手共建区域医疗中心.全民参保计划基

本实现法定人群全覆盖.城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月人均增加１７４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

现“十五连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提高３０元,达到５２０元.高血压、糖尿病等门

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

均每人每月分别提高５５元、５７元.隆重举行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活动,“奋进山

西”国庆彩车荣获“华美奖”.成功举办精彩、惠民、

难忘的“二青会”.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鼓乐«保

卫娘子关»分别荣获“文华大奖”提名剧目和“群星

奖”.山西青铜博物馆建成开馆.数字文化馆总分

馆体系初步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亡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

别下降３２８％、２８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力

推进,危害严重的刑事案件大幅减少,“平安山西”

建设不断深化.

各位代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确保民生

投入只增不减,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

８０％以上,８件民生实事全部兑现! 其中,全民技

能提升工程、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

康复项目、免费送戏下乡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九)着力转变职能,政府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严格落

实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不懈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成省市县政府机

构改革.出台省政府规章６件,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９４８件、政协提案９６９件.“放管服效”改革不断深

化,省直部门审批时限平均压缩一半以上,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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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业项目实现“全承诺、无审批、拿地即可开

工”.大力推进执法监管体制改革,严格落实“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启动,全省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五级全覆盖,省级

８５７％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三晋通”

App正式上线运行.晋城市“一枚印章管审批”改

革试点成效明显,并在各市县和开发区全面推开.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扎实推进“３５４５”专项改革.率

先在全国开展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改革入选中组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攻坚克难案例,以政务信息

化改革为突破口优化营商环境做法受到国务院通

报表扬.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

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可喜

成绩,实属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生动实践的结果,

是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奋力拼搏、攻坚克难的结

果.在此,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全省人民,向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各位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向驻晋部队、公安干警和中央驻晋单位,向

关心支持山西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还有不小差距.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

盾尚未根本解决,新兴产业发展不足,支撑转型的

大项目好项目不多,新动能不够强劲,创新发展基

础薄弱.市场化改革较为滞后,对外开放水平不

高.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城乡居民收入与

发达地区差距较大,民生领域仍存在诸多短板.政

府治理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干部担当意识不

强,一些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容忽视.对

此,我们要敢于直面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

解决.

二、２０２０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之年.

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三篇光辉文献”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

为要、创新为上,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起、高

标准保护、高品质生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各项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６１％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６％以上,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６１％以上和６５％以上,城镇新增就业４６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控制在

４５％以内、６５％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３５％左右.

约束性指标是:万元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能 耗 较

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５％,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量下降３６％,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

２％.环境质量改善指标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

标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６月底前汾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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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断面水体全面消除劣Ⅴ类,之后稳定达标.剩

余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开

工２７万套.

２０２０年指标的设定,充分估计了错综复杂的

形势,体现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了新发展

理念,落实了“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

考虑了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需求,与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完成“十三五”任务相衔接,为转

型发展留出了空间.

今年,要在统筹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重点

抓好以下工作:

(一)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加快壮大新动

能.坚持转型为纲,推动农业、工业、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全

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龙头引领、园

区承载,着力建链补链延链强链,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推动六个营业

收入超千亿元的新兴产业提升竞争力.高端装备

制造业重点推进中煤科工智能制造基地、中船重工

新能源装备产业园等项目,打造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煤机智能制造装备等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重

点推进山西钢科年产１８００吨高端碳纤维等项目,

打造煤基炭材料、生物基新材料、特种金属材料等

产业集群.数字产业围绕“网、智、数、器、芯”五大

领域,推动百度云计算中心二期、中电科电子信息

科技创新产业园、忻州半导体产业园等项目建设,

加快发展数据采集、存储、清洗、标注、交易等产业,

有序推进企业上云,探索“区块链＋产业”应用示

范,开展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打造大

数据、半导体、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光电等产业集

群.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建设朔州、长治、晋城３个

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现代金融业紧扣

服务实体经济,创新金融产品,完善服务体系,大力

发展绿色金融.现代物流业以智慧物流为方向,加

快建设太原国家物流枢纽,打造一批示范企业.推

动四个有望突破千亿元的新兴产业扩规模、上水

平.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重点推动吉利、大运、

成功等企业项目建设,打造太原、晋中、长治、运城

产业集聚区.现代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重点做强抗

生素类化学原料药、人源Ⅲ型胶原蛋白、经典中成

药等竞争力强的产品.现代煤化工产业全力推动

潞安１８０全面达标和应用示范,重点推进中海油大

同煤制气等项目,走“高端化、市场化、差异化、环境

友好型”的发展路子.煤成气产业实施三年滚动发

展行动计划,大力推动增储上产,推进油气长输管

网互联互通,力争今年产量达到９０亿立方米.推

动三个新兴潜力产业发展壮大.通航产业重点培

育研发、制造、服务全产业链,继续办好尧城(太原)

国际通用航空飞行大会,加快建设通航示范省.新

能源产业重点推进“氢都”大同新能源产业城、孝义

氢能等项目建设,推动光伏、风电平价竞价上网.

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引进培育一批领军企业,推出更

多优质产品.同时,加快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

推动科技服务、人力资本服务、会展等生产性服务

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健康养老、家

庭护理、家政、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

样化升级.

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深入挖掘产业潜力,提升产业规模和产业层次.推

动文化旅游业融合化、品牌化发展,加快培育成战

略性支柱产业.全力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千亿产

业.聚力打造酿品、饮品(药茶)、乳品、果品、主食

糕品、肉制品、功能食品、保健品、化妆品、中医药品

十大产业集群,支持培育１００家龙头企业提升改造

１００个加工园区,支持５０家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

构,再评选２０个功能农产品品牌.推动五个有望

突破千亿元的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有色金属

产业全力打造吕梁、运城铝镁新材料产业园区,建

设全国铝镁深加工基地.绿色建材产业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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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提升耐火粘土、

高岭土、建筑陶瓷等产业竞争力.特色轻工产业重

点提升“山西三宝”等工美产品影响力,加快发展白

酒、食醋、纺织、玻璃器皿等产业,做强老字号品牌.

文化及相关产业加快融合发展,重点推动国家文化

产业示范区(基地)、文化产业园建设,壮大文化企

业实力.康养产业着力抓好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

建设一批康养园区、小镇、社区,打响“康养山西、夏

养山西”品牌.

做强做优做绿四大传统千亿产业.推进传统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加快提升产品附

加值和综合竞争力.煤炭产业紧扣提高全员劳动

生产率,加快开采方式变革,退出产能１５００万吨以

上,引导关闭退出６０万吨以下煤矿,稳步提高先进

产能占比,煤炭洗选能力压减到１８亿吨左右.电

力产业重点推动１０００千伏蒙西—晋中特高压交流

工程建成投运,开工“两交”交流特高压落地工程和

“西电东送”通道调整工程,推进晋电送浙、晋电送

冀,力争外送电量突破１０００亿千瓦时.焦化产业

压减过剩产能４０２７万吨,建设国家绿色焦化产业

基地.钢铁产业开工建设太钢年产７０万吨中厚板

改造等项目,打造全球一流的不锈钢生产基地.

各位代表,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是我省高

质量转型发展的希望和出路所在.我们要横下一

条心,培育一大批千亿产业,努力实现从“一煤独

大”到“八柱擎天”!

(二)聚焦项目建设,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项目为王,紧紧抓住国家政策机遇,推动“三驾

马车”协同发力,确保全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围绕我省制造业十二大

领域和重点培育的千亿级产业,加强招商引资,完

善项目推进机制,实施一批新项目、大项目、好项

目.大力实施“５２１”工程.提升５０个左右开发区

产业承载力,实施１００个新兴产业龙头项目和１００

个传统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建设１０００万平

方米以上标准厂房.加快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面,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试

点.推动太郑高铁年内通车,开工建设集大原、雄

忻高铁项目.做好“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确保太

原铁路枢纽和太原至延安高铁列入规划,力争忻

州—榆林—鄂尔多斯等铁路项目列入规划.加快

高速公路“出省口”建设,打通“断头路”,建成太原

东二环,推进静兴、黎霍、太原西北二环等在建项

目.加快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新改建“四

好农村路”和旅游公路１３万公里.推进运城机场

改扩建和朔州机场建设,推动芮城、阳城等通用机

场建设,力争武宿国际机场改扩建年内开工.确保

太原地铁２号线年内投运,加快１号线建设,启动

新一轮太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调整.“岸港

网”方面,抓好阳泉国际陆港、朔州经纬通达等重点

物流园区建设.开展城市高速光纤宽带网络、电信

普遍服务试点、移动通信网络、移动物联网等重点

工程,加快５G 基础网络建设,基本实现设区市中

心城区５G网络连续覆盖和商用.加快民生项目

建设.加大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停车场建设

力度,完善提升小区道路、水电气暖等配套设施.

继续推进农网改造升级,加快建设城乡生活垃圾和

污水处理设施,完善基层公共文体设施.同时,加

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大企业帮扶力度,推动现

有企业平稳运行、提质增效.

深度挖掘消费潜力.推动大型消费商圈建设,

改造提升高品位步行街,加快建设便民消费商圈,

改建一批便民消费服务中心.推动便利店品牌化、

连锁化发展.积极培育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发展电

子商务新业态.完善农村和农产品流通网络,加快

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覆盖范围.完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促

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积极培育定制消费、信息消

费、幸福消费、绿色消费等新热点,发展夜间经济、

假日经济.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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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市场监管,健全消费投诉维权机制,营造便利、

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推动外贸外资稳速提质.加强外贸主体培育,

新增外贸主体１００家.加大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

地培育力度,鼓励龙头企业在重点出口市场布局营

销服务平台和海外仓,引导企业积极开拓新兴市

场,支持不锈钢、手机等重点产品出口,精准帮扶企

业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推动外贸空白县进出口

“破零”.抓住外商投资法实施契机,落实好稳外资

政策,建立外商投资服务协调机制,积极承接产业

转移,大力引进外商独资企业,力争重点工业类开

发区利用外资全部“破零”.

(三)优化创新生态,增强创新驱动力.坚持创

新为上,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提升创新能力.

构建创新体系.开展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三年

行动,实施创新平台提质增量工程、创新合作深化

覆盖工程、创新项目扩规拓展工程,建立国企、高

校、科研院所研发活动考核评价制度,推动规上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研发活动全覆盖,建设１０户省级

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用好省市两级技改资金,加

大企业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推进自主创新、引进创

新、集成创新、融通创新.全力培育创新主体,推动

“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新认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３００户以上,培育“小升规”企业７００

户,继续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大力发展新

型研发机构,创建能源革命、机器人、高铁装备等创

新研究院.做强“智创城”省级双创中心,做实创业

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打造“双创”升级

版.强化金融、土地、标准厂房、用能等支持,为企

业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完善创新制度.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

构评估”改革,推进重大专项“揭榜制”改革,实施省

级项目申报立项“常态制”改革,试点科研项目经费

“包干制”改革.率先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创新生

态建设试点示范.扎实推进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

试点,以先进标准抢占创新制高点.深入推进军民

融合,运行好省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交易管理

服务平台,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培育创新

文化,弘扬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营造宽松创新

氛围.

实施三大工程.推进“１３３１”工程提质增效.

加强“双一流”建设,深化与C９＋高校、一流科研机

构、知名企业合作,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推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优

化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与学位授权点.继续推

进学科专业动态调整,立项建设１５０个左右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推进“１３６”工程纵深发展.深

化１０个领军临床专科建设,加快建设省级重点实

验室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启动实施“人才科技兴

医计划”和“百名博士引进计划”.开展“１３６”兴医

工程第三方评估.高水平建设区域医疗中心,加强

城市医联体建设,新建３－５个省级跨区域专科联

盟.启动实施“１１１”工程.紧扣转型发展需求,突

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谋划推进

１００项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建设１０个左右重点实

验室、１０个科技成果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基地、１０个

省级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一企一策”培育１００户

高科技领军企业.

各位代表,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我们要坚持“引才引智”“晋才晋用”并举,深入实施

“三晋英才”“青年拔尖人才”“海外高层次引进人

才”等支持计划,加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两站”和

海外人才工作站建设,建立完善高层次人才联系服

务制度,落实好住房、子女就学、家属随迁落户等政

策,以一流人才政策、一流事业平台、一流创新生

态,引进留住用好人才,让更多“千里马”在三晋大

地竞相驰骋,奋力跑出山西创新“加速度”!

(四)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高质量转型动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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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坚持改革为要,“赶考”“补考”一起抓,推动基

础性、牵引性、战略性重大改革取得突破.

扎实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认真贯彻

中央要求,实施好我省行动方案和任务清单.加快

煤炭“减优绿”步伐,开展煤矿智能化改造、绿色开

采技术试点示范.深化煤层气勘查开采管理体制

改革,实施“三气”综合开发.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加快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积极稳妥推

进电力现货市场试运行,构建中长期交易、现货交

易、辅助服务市场协调发展的现代电力市场体系,

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力争达到１３００亿千瓦时.加

快发展新能源,探索开展“新能源＋储能”试点示

范,推进垣曲、浑源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有效开发利

用地热资源.探索“分质分级、能化结合、集成联

产”新型煤炭利用方式.开展煤炭绿色清洁高效利

用、大规模储能、智能电网、氢能、能源互联网等领

域技术攻关.办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落实好减税降费政

策.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努力实现预算和绩效

管理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交通运输领域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政府举债融资机

制,用足用好国家债券支持政策.做好资源税地方

立法工作.推进省属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山西

金融租赁、山西信托、中煤保险等战略重组.大力

发展直接融资,培育孵化上市企业,用好上市公司

平台资源,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支持基金业健康

发展.鼓励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引入战

略投资者,培育和组建民营银行.

推动开发区提质升级.已批设开发区“三制”

改革全部到位,深入推进“三化”改革,深化管运分

离试点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区建设运营.

支持开发区与国内外发达地区、优势企业、高等院

校共建产业园区、国际合作园区.优化开发区投资

环境,推动省市两级向开发区授权到位,推行全程

领办代办机制.全面落实用地、用电、用气等优惠

政策,切实降低要素成本.狠抓开发区招商引资,

对照招商图谱精准招商,推行产业链招商、小分队

招商、以商招商、股权招商等方式,尽快集聚一大批

优质项目、龙头企业、高端研发机构.修订完善开

发区考核办法,强化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税收强度

考核,加强分类考核,严格考核奖惩.加快综改示

范区建设,在招商引资、科技创新、营商环境、知识

产权领域改革等方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

度性成果.

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国资监管体制

改革,加快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体制改革,推动监管

职能从管企业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优化调整国有

资本布局,大力推进处僵治困,推动焦煤、现代农

业、数字经济、文旅、水务等领域专业化重组,打造

一批旗舰企业.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加快国企上

市步伐,推动文旅、太重、大地、云时代等企业集团

层面混改,进一步提高省属二级及以下子公司混改

率.大力推进“腾笼换鸟”,力争产权转让达到１００

亿元.开展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推行职业经理人

制度.加强决策监督问责,有效控制决策风险.做

好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收尾工作,基本完成国企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稳妥推动厂办大集体改革.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全面落实中央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意见,推

动民营经济３０条落实落细,着力破除民营企业发

展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清理政府部门

和大型国企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完成国家

下达的清欠任务.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

作用,用好应急还贷资金和云税贷、小微快贷、信易

贷等专业化个性化金融服务,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

益,让民营企业家安心谋发展、走向更加广阔的

舞台!

(五)全面提升对外开放能级,构建对外开放新

格局.树立内陆和沿海同处开放一线的理念,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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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深度融入国家大战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山西品牌丝路行”

影响力,推进“一带一路”(祁县)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合作区建设,增加中欧(中亚)班列开行班次.加快

融入京津冀联动发展,推动基础设施贯通,增加清

洁能源供应,加强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探索跨

区域共建产业园区.主动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

发展,加强与中部省份、沿黄省份、周边省份合作.

积极承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加强能

源革命、科技创新、跨境电商等领域合作.

提升开放平台功能.积极申报国家自由贸易

试验区.组建山西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推动铁

路口岸、航空口岸、国际陆港、海关特殊监管区合作

联动,支持中鼎物流园申建保税仓和进口汽车整车

指定查验场所.发挥好中国(太原)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作用.完善武宿综保区功能,加快水

果、冰鲜产品进口指定查验场所建设.拓展方略、

兰花、大同等保税物流中心功能.推动运城航空口

岸正式开放.进一步增加国际航班,开通更多直航

国际航线.扩大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应用范

围,推动国际邮件互换局扩容升级.

健全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全面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国企混改、能源、

高端制造、服务业等领域对外开放力度.复制推广

自贸区和深圳前海自贸片区经验,实施通关一体化

改革,加快“两步申报”改革,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功能,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广泛

开展国际经济文化合作,探索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和

招商机构,实施一批国际科技合作示范项目,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派访学人数.积极参加各

类国际展会,加强国际友城合作,让更多山西品牌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六)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补齐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短板.全面对标,加大资源环境、科技创

新、文化、农村等领域补短板力度,确保与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完胜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统筹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兜底政策,确保２１６万

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全面排查整改“三落实”

“三精准”“三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做好国家脱贫

攻坚普查.关注脱贫监测户、边缘户等重点群体,

强化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确保稳定脱贫不返

贫.严格落实“四个不摘”重大要求,完善产业带贫

益贫机制,强化就业扶贫,推进消费扶贫,做好易地

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深化扶贫扶志.抓好扶贫

资产管理.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促

进精准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不让

一户困难家庭、一个困难群众在全面小康路上

掉队!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

大力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重点行业企业无

组织排放改造、工业炉窑和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治理.严格“两高一危一化”项目环境准入管

理.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治理,加大城市建成区

及周边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和关闭退出力度.稳

步推进城乡清洁取暖,开展民用生物质和洁净煤清

洁取暖试点.加快煤炭等大宗货物“公转铁”,加强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加大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力度.

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力攻坚汾河流域污染治理,实

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改造、设区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消除、农村污水治理三大工程,推进１３８个全国重

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成全省入河排污口排查

整治,力争实现地表水国考断面年底全部退出劣Ⅴ

类! 打好净土保卫战,推动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

污染调查,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治理试点,加强危

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协调推

动金融机构多渠道清收处置不良资产、有效压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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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贷款,积极推进市场化债转股.稳妥推进农信社

改制化险,抓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化解工

作.加强网络经济风险防控和金融秩序整顿,坚决

打击网络传销、电信网络诈骗等非法活动,推动

P２P网贷机构突出风险出清,基本化解各类交易场

所存量风险.有效控制政府和重点企业债务风险.

高效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金融风险.

各位代表,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

须跨越的重大关口,我们要尽锐出战、全力攻坚,坚

决兑现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七)协同推进城乡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树立城乡发展一盘棋理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

建区域发展新格局.

推动乡村振兴.大力实施三大省级战略,加快

山西农谷建设,建好晋中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举办中国太谷论坛.推进雁门关农牧交错

带示范区建设,打造全国优质草食畜生产基地,推

进奶业大省建设.提升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功能,

建设出口水果标准化示范园.启动大同肉类出口

平台建设,做强“南果中粮北肉”出口平台,积极构

建“东药材西干果”商贸平台.加快特色农业发展,

完善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在各县

(市、区)建立省级示范片,培育打造山西药茶、山西

有机农产品等区域公用品牌.加快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壮

大加工体验、中央厨房等新业态.健全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深化农业托管试点,推进农村生产、供

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改革.抓好农田水利及高

标准农田建设.全面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粮食生产,加快恢复生

猪生产,抓好重要农畜产品稳产保供.深入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乡村清洁行动,基本建成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完成５３万座农村户厕改造

任务,力争省级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达到１０００个.

抓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完

成６０００个左右行政村合并任务.

提升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按照“一主三副六

市域中心”空间布局,推动太原都市区全力打造创

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开放高地.加强顶层

设计,出台相应政策,加快打造大同、长治、临汾三

个省域副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其他六市建设市域

中心城市.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序解决部分设区

市“一市一区”“城郊矿区”等问题.全面提升城市

品质,优化城市道路体系和交通组织方式,深入开

展“两下两进两拆”专项整治,实施城市设计与特色

塑造、居住环境改善、智慧城市建设工程.积极推

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基本实现设区市垃圾焚烧和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零填埋.大力发展城市

经济,提升中心城市产业质量和人口集聚能力.

推进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围绕“一核

一轴”空间布局,推进太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太原都市区一体化发展,

尽快打通“瓶颈路”,构建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在

潇河产业园核心区启动建设会展、金融、商务、会

议、艺术“五大中心”.加快太原、晋中、忻州、吕梁

城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组团城市半小时通勤

交通路网.统筹布局中部盆地城市群供水、供电、

供气、供热、排污等市政设施,推进医疗资源协作互

助、教育资源整合共享、社会保障接轨衔接、社会治

理统筹联动.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推进大县城建设,推

动“两下两进两拆”向县城和城乡接合部延伸,增强

城镇对乡村的带动能力.推动城乡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管护一体化,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

享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市民

化,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完善城乡要素合理配

置机制,鼓励人才返乡入乡创业,促进工商资本下

乡.继续完善农村承包地制度,做好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政策衔接,稳慎开展农村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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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城市要素

走进来,让农村沉睡资源活起来!

(八)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

省.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升山西

文化旅游美誉度和影响力,增强文化软实力.

做强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品牌.按照“城景通、

景景通”要求,再建成１１００公里三个一号旅游公

路,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旅游路网.推进黄河文

化公园、中华长城博物馆、中太行国际旅游度假区

等文旅功能区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再评选认

定１００个３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培育一批“黄河

人家”“长城人家”“太行人家”.开展“三大品牌建

设年”活动,瞄准目标市场开展针对性营销.办好

第六次全省旅发大会、第二届大河文明旅游论坛暨

世界旅游联盟黄河对话活动.

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加快晋中、忻州２

市１８县２０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试点创建,抓好

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和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提升五台山、云冈石

窟、平遥古城影响力,支持云丘山、晋祠等创建５A

级景区,推进壶口瀑布、雁门关、王莽岭、娘子关、百

里太行画廊等重点景区提质升级.布局开发重要

旅游节点城市、村镇、城际文旅产业园,打造优质旅

游集散地和旅游目的地.增强博物馆、图书馆、文

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旅游功能,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培育研学游、体育游、通航游等新业态.全面提

升景区服务和环境质量,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和

专项整治,加大涉旅从业人员培训力度,构建山西

旅游服务标准体系,发展智慧旅游,以创意激活文

旅资源,以服务提升旅游品质,让广大游客在山西

感受诗和远方!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实施文明守

望工程、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和

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做好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工作,加强文物数字化监管.提

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公共服务能力,完成志

鉴“两全目标”.加大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培

训培养力度,支持建设大师工作室.深化公共文化

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

经营机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大力支持

文艺精品创作,举办首届晋剧艺术节,打造“文化晋

军”.

(九)坚持高标准保护,建设美丽山西.深入践

行“两山”理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扎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

推行“林长制”,深入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

成４００万亩营造林和５２５万亩水土流失治理任务,

完成５６个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有序推进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治理,推动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修复,完成汾河中游１３５公里先行示范

段项目,推进大水网骨干工程收官和黄河古贤水利

枢纽工程建设,加快小水网建设.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严格执行全省

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条例,落实资源有偿使用、总

量管控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

用标准体系.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产”,大力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实施节水奖补、水权交易政

策,提高用水效益.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大力培育

绿色工厂、园区、产品、供应链,推动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让绿色消费、

绿色出行、绿色居住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控制度,严格划定落实“三

区三线”“三线一单”和主体功能区,实施“多规合

一”.完成省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立覆盖全

省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开展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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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逐步健全

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

境保护体系.

(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多措并举抓好就业增收.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开拓国内外就业市场.

举办第二届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完善促进创业带

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突出抓好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做好援

企稳岗工作,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深入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

收入分配政策,有效拓宽居民增收渠道,解决好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持

物价基本稳定.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认定４００所普惠性

幼儿园.坚持就近就便服从就优原则,建设改造

５００所乡镇寄宿制学校,加快中学向县城集聚、小

学向乡镇以上集中.全部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

额.调整优化高校布局结构、跨校院系学科和专业

设置,做强做优理工院校,办名办好综合性大学,推

进空白科类本科高校建设.加快山西大学、山西财

经大学新校区建设和国科大太原能源材料学院建

设.促进山西大学城办学资源共建共享、创新要素

汇聚融合,提升服务转型综改能力.推动应用型高

校建设和独立学院转设.加快“双高”高职院校建

设.推进职业院校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和实训基地

建设,开展“１＋X”证书制度试点.创建国家产教

融合型城市试点.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合作办

学,办好特殊教育.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加强社会保障.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稳步

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全面实施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行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统

收统支,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落实

到位,实现职业年金基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做好被

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建设全省统一的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继续落实好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加快推进工伤保险省

级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

病保险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再

提高２０元.推进社区和居家养老,统筹完善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

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落

实城市主体责任,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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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

５３万套.着力解决好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问

题,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动态保障”工作.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深化分级诊疗、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改

革,推动我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保持全国领

先,提升医疗质量和服务能力.建设中医药强省.

有效提升出生人口素质,做好重大疾病防控,加强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推进大型

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利用,加快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转变,建设“体育山西、健康山西、幸福

山西”!

各位代表,今年省政府将在去年基础上,全力

办好１０件民生实事.继续实施以“人人持证、技能

社会”为目标的全民技能提升工程.继续为怀孕妇

女提供免费产前筛查与诊断服务.继续为５８个贫

困县农村妇女免费提供“两癌”检查服务.继续实

施５万名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项目.继续实施免费法律咨询便民工程.将免

费送戏下乡一万场扩展提升为“五个一批”群众文

化惠民工程.实施城镇养老幸福工程.为既有住

宅自愿加装电梯实施奖补.实施免费婚前医学检

查.在人流密集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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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要及时回应民生需求,把好事办好、实事

做实,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各位代表,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离不开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始

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健全最严格的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完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法律追究工作

机制.深入开展安全风险排查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

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作业”科技

强安专项行动.建立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分类监管

制度.强化安全监管执法,深入开展“反三违”专项

行动,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加强应

急管理,健全应急指挥体系,推动预防与救援责任

链条无缝衔接,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和能力建设.推

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基层矛盾排查化解新机

制,加强和改进信访调解维稳工作,打造“枫桥经

验”山西特色.推进高层次平安山西建设,持续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力推进打击文物犯罪专项

行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严防群体性事件、突发性

事件、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等公共安全事件.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国防

动员、双拥、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更好发挥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大力发展妇女、

儿童、老龄、残疾人和红十字等事业.扎实做好民

族宗教、外事侨务、援疆、气象、地震、人防、防灾减

灾救灾等工作,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三、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数字政府

建设为牵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提升政府治

理能力和水平.

加强政治建设.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自觉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政府治理各领域各方

面各环节,确保党中央及省委的决策部署落地

见效.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按照“一朵云、一张网、一

平台、一系统、一城墙”总体要求,完善省级“一局一

公司一中心”管理运营架构,构建六大体系,开发一

批应用项目.加快政务信息系统“云化”部署和政

务外网升级改造,加强政务数据管理,推动政务数

据“全归集、全对接、全打通、全共享”.完善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优化“一网通办”流程,拓展“三

晋通”App服务范围和功能,推动更多事项实现

“全程网办”“一次不用跑”.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按照“三对”“六最”要

求,开展营商环境升级专项行动,继续做好全省域营

商环境评价,推动我省营商环境迈入全国前列.拓

展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探索推行核准制

项目承诺制,做强“承诺山西”品牌.完成市县两级

和开发区“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推进行政审批服

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就近办”.推动工程建

设项目在线审批监管系统省市县三级全面应用,审

批时限压缩至１００天以内.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整合共享.继续压缩不动产登记时限.推进“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推动“互联网＋监管”系统

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信用信息平台互联互

通,推进信用监管.加快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标准化

建设,完善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好差评”系统,建立全

省统一的“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热线平台,打造“一号对

外”的政府“总客服”!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坚持

依法行政,推动重点领域政府立法.严格执行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政协提案,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社会、舆论监督,强

化审计监督.完善政务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加强

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坚持科学、民主、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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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高水平编制“十四五”规划,扎实开展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推进智库建设,发挥好参事作用.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推动执法重心下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避免简单化、“一刀切”.政府带头过紧日子,进

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

项目支出,全力做好“三保”工作.强化政府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我省实施办法,坚决反对“四风”,尤其是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查处重点领域腐败问题.

各级政府要切实增强服务市场主体、服务人民群众

意识,讲落实、讲效率、讲结果,加强部门联动,推动

政策协同,提升干部能力,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用好

“１３７１０”政务督查督办手段,创造性落实各项决策

部署,把宏伟蓝图变为具体行动,让人民群众的期

待成为美好现实!

各位代表,全面小康决胜在即,转型综改战鼓

催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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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

依靠全省人民,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山西篇章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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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

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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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姜四清

各位代表:

受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山西省

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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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党中央赋予我省开展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太

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

山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全省人民的亲切关怀,为

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一年来,在

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十一届八次、九次全会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省

委、省政府工作安排,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第二

次会议审议批准的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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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

范区”“排头兵”“新高地”三大目标为牵引,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持续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效益不断

提升

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不

断加大的大背景下,省委、省政府保持战略定力,精

准谋划稳增长政策措施,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全省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６６％,超过全国０４个百分点,预计全

年增长６３％左右.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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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推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１－

１１月,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６７％,超过煤炭工业

２１个百分点.非煤工业增加值增长６４％,对全

省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５７１％,超过煤炭

工业１４２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８１％,超过规上工业２６个百分点.煤炭与制造

业结构反转迈出坚实步伐,按可比口径计算,煤炭

行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预计比上年下

降０５个百分点,制造业占比预计比上年上升０４

个百分点.

投资增速结构“双提升”.在全国市场预期波

动、投资增速持续放缓的严峻挑战中,我省持续深

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大力深化转型项

目建设,布局引导标准厂房建设,积极争取国家资

金支持,全省投资逆势上扬,增速在全国排名大幅

进位.１－１１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４％,超

过全国３２个百分点,居全国第１０位,其中,基础

设施投资增长１４９％,超过全国１０９个百分点.

预计全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９％左右.

消费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完善促进消费

结构升级政策体系,放宽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大力

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１－１１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７１８０９亿元,增长７７％,超过预期目标０２

个百分点.高端智能类消费快速增长,智能家电和

音响 器 材、智 能 手 机、新 能 源 汽 车 分 别 增 长

１７７％、２６５％和１２８５％,限上网上商品零售额

增长２５％左右.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７６％左右.

　　进出口增速由负转正.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

擦,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千方百计稳定进出口形

势,全省有进出口实绩外贸主体达１４９２家,中国

(太原)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批.前三季度,

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０８％,扭转２０１９年以来持

续８个月的负增长态势.１－１１月,进出口总额增

长３４％,增速明显加快,高于全国１个百分点,其

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６８％.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１－１１月,规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增长５５％,高于全国１１个百分点,每

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８１１元,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３１元,利润总额达１１３３亿元.截至１１月底,

规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７１５２％,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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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８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

景下保持了平稳增长,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２４％,实现了备案预算增长目标.预计全年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７％左右、

９５％左右,均跑赢 GDP增速.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预

计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５５７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１１９％.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４０２万人.年末城

镇登记失业率２７％,低于４２％的年度控制目标.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４５４万人,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零就业家庭基本实现动态清零.

价格总水平保持稳定.多措并举稳定猪肉、蔬

菜、水果、鸡蛋等重要民生食品价格,及时启动物价

联动机制并下达价格临时补贴,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基本稳定.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全年上涨２７％,低

于全国０２个百分点,完成涨幅控制在全年３％左

右的目标任务.

(二)深入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革命综合

改革试点坚实落地

成功获批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５月２９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

见»,８月底中办、国办正式印发,赋予山西又一重

大使命.在改革煤层气管理机制、推动电网投资主

体多元化、创新输配电价形成机制、开展能源商品

期现结合交易试点等多方面给予我省政策支持和

改革授权.同步印发«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行动方案»,明确８５项改革发展任务.发布１５项

变革性、牵引性、标志性重大举措.省人大常委会

出台«关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的决定»,为改革试点落实落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省政协召开助力我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座谈

会,深入议政建言.

着力改善能源供给消费结构.退出煤炭产能

２７４５万吨,提前一年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三五”去

产能目标,全省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６８％.关停

淘汰落后煤电机组１１０万千瓦,全省在役运行煤电

机组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推动煤层气增储上

产,全年全省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突破６４亿立方米,

全省输气管道里程达到８２００余公里.光伏领跑者

发电规模达到４００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垣曲抽

水蓄能电站项目完成核准.深入实施能源消费“双

控”工程,１１个设区市建成区实现“禁煤区”全覆

盖,完成城市“散煤”清零任务.基本实现全省天然

气管网全覆盖,冬季取暖改造完成１４２９万户,完

成率达１０５９％.全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和出租

车占比分别达到６１％、２２％.

持续推进能源改革创新.深入开展电力体制

改革,“１＋１４”电力体制改革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发

电企业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超过７０％,居全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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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实现１１市全覆盖.两批次

累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６６２分/千瓦时,超额完

成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１０％任务.分两批

发布“煤基固废制生态修复材料”“异质结太阳能电

池用导电浆料核心技术研发”等２１个揭榜招标科

技攻关项目.设立山西能源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新

增“山西省高效太阳能光电转换”等４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T１０００碳纤维、光伏组件等技术和产品

国际领先.

加快推动能源开放合作.成功举办２０１９年太

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召开全球新能源企业５００强

峰会,为加强省内外高端能源企业交流合作提供重

要平台.依托晋北—江苏特高压外送通道,以燃煤

机组和新能源机组按比例打捆外送方式扩大电力

外送规模,加快推动建立与河北、浙江等省能源战

略合作关系,全年净外送电量９９１３亿千瓦时,创

历史新高.积极开展与世界银行战略合作,推动设

立山西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贷款项目.

(三)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新旧动能加快

转换

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快发展电子信息

产业.碳化硅材料产业基地、中电科“一中心三基

地”、环首都太行山能源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太

原—忻州半导体、中科潞安深紫外 LED、中科晶电

砷化镓晶体及晶片等一批重大项目有序推进.稳

步提升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依托中国智能制

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开展我省企业智能制

造诊断评估活动,认定１８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

业.加快“数字山西”建设步伐.山西大数据中心

正式揭牌,中科院山西先进计算中心、华为山西(吕

梁)大数据中心、百度数据标注基地相继建成投运.

龙芯、中标、百信等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示范基

地一期已建成投产.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紧

抓获批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有利契机,加快

推进芮城通用机场项目开工建设,成功举办２０１９

尧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飞行大会,开通太原到大

同、吕梁、运城、长治及太原到石家庄栾城短途运输

航线.开展“三大旅游板块”低空旅游.我省首个

具备低空飞行服务站功能的运行控制中心初具规

模并投入使用.加快大同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市

建设,大同轻飞获得民航生产许可证并成功实现销

售,我省通航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推动新能源

汽车产业迈上新台阶.吉利汽车 GE１１电动车零

部件生产线技术改造、大运纯电力轻型客车及多用

途乘用车技术改造、山西耀邦环保特种汽车等重点

项目顺利推进.吉利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园建成

投运.全省新能源汽车产能历史性突破３０万辆.

推动新材料产业增能提速.出台新材料产业三年

行动计划,加快山西钢科年产１８００吨高端碳纤维

等５０个重点项目建设,与晋商银行签订«支持新材

料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全年支持企业７０户以

上,融资余额超过１４０亿元.加快推进煤－电－铝

镁－材一体化发展,推进吕梁局域网增网扩容,大

幅提升电力供给能力,制定倒阶梯输配电价、风火

打捆供电等集成性支持政策,有效降低园区用电成

本,中德工业园轻量化铝镁部件等一批铝深加工项

目落地,中铝华润一期４３２万吨合金项目逐步投

产.支持现代医药、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研究提出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奖励支持方案,下达８个企业

１３个品种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奖励资金.深入开

展“三品”专项行动,推动杏花村汾酒厂成为全国白

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第一批试点单位.加快

推进绿色制造.实施绿色制造推广专项,侯马经济

开发区、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等入选工信部

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积极培育优势产业集群.

研究制定«加快推进全省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

见»,绘制全省产业集群总图和重点行业产业集群

图.加快推动太原－阳泉人工智能、太原信息安

全、长治－晋城光电、吕梁－晋中光伏等产业集群

发展.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汽车零部件等领域推

进首批１２个特色产业集聚区试点,全年１２个特色

产业 集 聚 区 预 计 实 现 产 值 ２３７ 亿 元,同 比 增

长７％.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印发钢铁、有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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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轻纺等行业转型升级２０１９年行动计划和焦化

产业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再造竞

争优势.坚决化解钢铁过剩产能,１７５万吨去产能

任务顺利完成.淘汰焦化落后产能１１９２万吨,加

快先进产能置换,新石焦化、立恒钢铁等大型焦化

及化产项目基本建成.潞安１８０万吨/年高硫煤清

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全流程满负荷运

行,并顺利通过性能标定.

积极构建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引擎.推动服务

业集聚发展.制定«山西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认定

管理办法(试行)»,推动６家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试

点建设,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大同分所等公共

服务平台项目加快推进.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我省成为全国第八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省级创

建单位.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旅游公路首批

建成路段１９８１公里正式开通使用.命名认定首批

１００家３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太行山大峡谷八泉

峡升级为５A级景区.全省旅游总收入８０２６９亿

元,同比增长１９３％.推动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壮

大.我省成为全国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省,

获准在优化物流营商环境、发展多式联运等方面先

行先试,太原市入选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加大康养产业支持力度.忻州顿村温泉康养城、大

同博爱国际康养服务中心等项目加快建设,一批康

养小镇、康养社区项目有序推进,集中打造一批星

级示范养老机构,“康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知名

度逐步提升.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强创新平台建设.

支持山西晋中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积极推动煤科学与技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脱培”,省属企业已建成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３个,省级重点实验室达到１０２个,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达到１３１个.强化企业研发主体地位.

实施新一轮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预计全年新增

８００多家.强化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中车太原公司

等３家企业成功申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全力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认定４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

地和３３家示范企业.开展科技成果推介对接活

动,截至１０月底,全省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３２８亿

元.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以“揭榜制”推

动“卡脖子”技术攻关,１９个招标项目成功揭榜,成

功吸引中科院、AVL公司、清华大学等国内外一流

机构.实施重点专项攻关,太钢集团“手撕钢”、潞

安集团煤基合成III＋基础油、阳煤集团晋华炉工

艺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努

力打造双创升级版.出台«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实施意见»和推动创新创业高

质量发展２０条措施,“智创城”正式投运,认定９家

省级双创示范基地.成功举办２０１９年全国“双创”

活动周山西分会场活动,参展规模为历届之最.全

省新登记市场主体４８６万户,同比增长１０２％.

专栏１　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２０条措施

推动规上工业企业实现研发活动全覆盖.

提升工业整体创新能力.支持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引导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大财政支

持力度.提高双创孵化平台孵化能力.进一步

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提升创新能力水平.

提高科研资源使用效率.大力培育创新创业集

聚区.发挥创业投资支持创新创业作用.落实

创业投资财政扶持政策.落实创业投资税收扶

持政策.支持创新创业企业直接上市挂牌融

资.大力支持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完善人才引

进培养政策.扩大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

进一步简政放权.创新市场监管方式,提高服

务质效.探索建立双创容错免责机制.

　　(四)扎实深化转型项目年建设,有效投资不断

扩大

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出台«推进基础设

施领域补短板实施方案»,细化确定９大领域建设

任务和重点项目.太原铁路枢纽总图规划基本完

成,太原至怀仁动车组开通并通至大同南,大同至

西安全线开通动车组列车.大张客专开通运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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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省融入环渤海经济圈和“一带一路”的新通道.

浩吉铁路、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建成通车,太郑

高铁、和邢铁路建设稳步推进.集大原高铁项目可

研获国家发改委批复.雄忻、太延、长邯聊、运三客

专等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右玉至平

鲁、阳城至蟒河高速建成通车,新增出省口１个,３３

个出省口已建成２７个,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达５７１１公里,朔州至神池、黎城至霍州、太原西北

二环等国高网项目开工建设.“四好农村路”完工

２４５万公里.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同意新建朔

州民用机场,国家民航局同意晋城机场项目开展前

期研究工作并组织进行场址审查,太原武宿国际机

场三期改扩建加快推进,机场总规修编已报民航

局.万荣、乡宁、永和、原平等通用机场获得军方空

域批复.太原地铁２号线实现轨通电通,１号线一

期工程开工建设.

专栏２　全省高速公路３３个出省口

已建成２７个:

河北方向(９个):天镇平远堡、阳高孙启

庄、广灵加斗、灵丘驿马岭、五台长城岭、平定杨

树庄、平定旧关、和顺康家楼、黎城下浣

河南方向(７个):平顺河坪辿、陵川营盘、

泽州韩家寨、泽州道宝河、垣曲蒲掌、芮城刘堡、

阳城蟒河

陕西方向(６个):保德、临县克虎寨、柳林

军渡、永和永和关、吉县七郎窝、河津禹门口、

内蒙古方向(５个):天镇韩家营、新荣德胜

口、右玉杀虎口、平鲁二道梁、河曲

在建４个:兴县黑峪口(陕西方向)、垣曲古

城(河南方向)、临猗孙吉(陕西方向)、平陆(河

南方向)

拟建２个:芮城风陵渡(陕西方向)、昔阳龙

坡(河北方向)

　　加快项目推进进度.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

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全省项目和谋划实施工作.省

政府出台深化转型项目建设年行动方案,召开全省

深化转型项目建设年集体办公会,破解项目推进难

题.深入开展进工地、解难题等专题活动,加快项

目手续协调办理,共为３１１３个项目办理５８１４项手

续.建成运行山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二期,被国家评为大数据应用示范平台.全省建设

项目库实现投资项目全口径、全流程、全覆盖调度

管理.建立重点工程分级调度机制,按月调度重点

工程,全年省市两级重点工程完成投资２６１１７亿

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１３％.

强化项目要素保障.建立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安排协调机制,连续５批次组织储备入库项目

１０００个,争取３７９亿元新增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提

前下达２０２０年１６０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额度支持项

目建设.全年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８１７亿元,增

长１１３％,创“十三五”以来新高.实施八大技改

专项,优选支持３００个项目２３亿元.１－１１月,全

省工业技改投资增长１７４％.大力开展政银企对

接,通过金融服务平台发布转型项目３３８个、重点

工程１９５个,为重大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开展工业

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实施工业用地差别化供应政

策,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工作

的意见»,促进重大转型项目落地.

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清理规范民间资本

准入限制性政策.编制形成１２０项民间投资推介

项目清单,大力推广 PPP模式,全省纳入 PPP项

目信息检测服务平台项目达２００余个,纳入财政部

PPP全国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达３８９个.依

托在线平台建立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已

公开推介项目４６０余个.出台«山西省标准厂房建

设实施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全省三年布局建设

约３０００万平米标准厂房,获得国务院大督查肯定.

１－１１月,民间投资增长７６％,高于全国３１个百

分点,扭转２０１８年全省民间投资负增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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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市场活力进一步

激发

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严格落实中央降低

增值税税率、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减税政策,在全国率先出台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落实政策,顶格减征地方文化

事业建设费,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民

航发展基金等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减免不动产登

记费、商标注册收费、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

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阶段性降低医疗(生

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进一步降低企

业社保缴费负担.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５６０亿

元.继续推进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全年优惠

１４５亿元.

加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组建省级再担

保集团,整合优化市县两级融资担保机构,出台«鼓

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实施方案».落实

扩大合格抵质押品范围,在全国率先实现“政府采

购平台—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商业银行”

三方对接.引导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股权融资、增

资扩股等方式融取低成本资金,我省企业发行公司

债５７３２亿元,同比增加２１１２亿元.安排资金对

小微企业贷款给予风险补偿.大力支持企业在科

创板上市,锦波生物、晋能清洁能源等已在山西证

监局辅导备案,上交所已受理精英数智科创板申报

材料.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

增加２６６２５亿元,同比多增５３９７亿元,其中,近

６０％的新增贷款集中在交通运输、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制造业、建筑业、水利业.

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加快培育“小升规”

企业,全年新培育“小升规”企业６００户以上.培育

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３０５家、省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２６家,精英数智和长达交通两家企

业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功在山

西股权交易中心开设“专精特新板”,帮助企业对接

资本市场.积极开展万名干部入企服务,帮助和研

究解决５１３８个企业发展难题,解决率达到９９％.

推动民营经济三十条有效落实,清偿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比例达６８％.７家企业入选全国民营

企业５００强.举办“送政策、送专家、送服务”到基

层和“法律进企业”的“三送一进”服务活动.设立

多个“山西省中小企业维权服务工作站”,开通“法

律百事通”服务热线,建立法律维权公共服务平台,

开展中小企业普法宣传教育、企业健康巡诊等

活动.

(六)扎实推动重点领域改革,改革红利加快

释放

推动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继续领跑.出

台«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行动方案»,政府

统一服务事项由１０项增加为１４项,企业承诺事项

由６项增加为８项并全部实现并联办理,取消施工

图审查,区域环评、能评取得重大进展,开发区一般

工业项目实现“全承诺、零审批、拿地即可开工”.

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

定»,为改革提供法治保障.探索在晋中全市域核

准类企业投资项目试行承诺制.１－１１月,试点项

目较２０１８年全年增加９８９个,试点项目审批时间

平均缩短一半以上,企业获得感明显增强,我省承

诺制改革受到国务院表扬,入选中组部«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

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入选“２０１９中国改革年度

案例(全国共３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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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　１４项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市政设施建设类审

批.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占用农业灌溉水源、

灌排工程设施审批.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床审

批.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新建、扩

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取水许可审

批.洪水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环境影响评价.

节能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

　　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步伐.召开全省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大会,印发«２０１９年国资国企改革行动方

案».燃气集团、潞安化工分别引入华润、美国 AP

等战略投资者.汾酒集团实现整体上市,晋商银

行、大地国际登陆港交所.太重集团、文旅集团、大

地公司等企业列入第四批全国国企混改试点名单,

省属二级及以下企业混改率达７５９％.市场化处

置省属“僵尸企业”１１５户,安置职工５９２２人.推

进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全省“三供一业”全部实现

分离移交.

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新批设立１３家开发

区,全省开发区总数达到７７家.加快推进开发区

四至范围核定和规划编制工作,推动开发区“九通

一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综改示范区

６个方面３２条经验在全省开发区复制推广.大力

推进开发区招商引资和转型项目建设,１－１１月,

入统的６４家开发区招商引资签约开工项目４６９

个,总投资额１７１９４亿元,新建重大转型项目１２９

个.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全省工业类开

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投资、规上工业企业总产

值、税收收入同口径同比分别增长２１３％、１７％、

１４８％和２０６％.

深入推动放管服效改革.深入推进精简事项、

优化流程工作,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共进驻３６个单

位,省级审批事项前置申请材料平均精简４１％,省

直部门审批时限平均压缩５１％,绝大多数省级审

批事项实现审批时间全国最短.“三晋通”App正

式上线运行,１１７８个事项可在手机办理.企业开

办“一网通办”平台上线运行,企业开办实现３天办

结,不动产登记实现查封、抵押、注销登记３天办

结,转移登记压缩至５天.全省市县两级全面推开

“一枚印章管审批”.着力打造全省“一朵云、一张

网、一系统、一平台、一城墙”,省直部门信息系统迁

移上云实现“应迁尽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实现省级８５．７％、市县８０％以上政务服务事项

“一网通办”.大力推进“证照分离”,已惠及企业

１２３万户.在全国率先开展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

工作,编制完成«山西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专栏４　一朵云 一张网 一系统 一平台 一城墙

一朵云:全省统一的政务云.一张网:全省

统一的政务网.一系统:全省统一的政务信息

系统.一平台: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一城墙:保障数字政府运行的安全体系.

　　强化信用体系建设.出台加强政务诚信和个

人诚信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省市两级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和信用网站全面建立,与国家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联合奖惩应用系统顺利对接.各类信用信息

覆盖全省４００万法人主体和２６００万自然人主体,

累计归集信用信息１２亿条,全省企业、社会组织、

机关事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率达１００％.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资金扶持等事项事前信用

核查制度有效实施.

(七)着力打造“新高地”,对外开放空间不断

拓展

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出台«山西省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

话精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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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协

作实现联动发展意见行动计划».１－１１月,我省

与京津冀地区签约项目总投资４６４０４亿元,占全

部签约项目总投资的３０５％,山西与京津冀地区

联动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获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

组肯定.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进一步深化全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功举办山西与粤港澳大湾区

项目签约工作会议.启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前期研究工作.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大商圈,创建全国首个“一带一路”中小

企业特色产业合作区.开行中欧班列１０６列,覆盖

９国２２城市.新增国际友好城市８对、友好合作

伙伴１９对.

全力开展招商引资.建立全省招商引资工作

通报机制、重大项目包联机制和重大项目三级协调

机制.按照产业招商图谱,积极开展小分队招商、

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组织开展“五大

招商”夏秋行动.继续实施“千企百展”计划,成功

举办外交部山西全球推介活动,积极参加进博会、

中非合作论坛、中博会、厦洽会等重要展会,成功举

办我省与韩国、日本经贸交流恳谈会、中德(山西)

经济转型论坛.１－１１月,全省招商引资项目开工

１８９７个,当年签约当年开工率６５５％,超过目标任

务３５５个百分点.

着力打造对外开放平台.太原至芝加哥、大

阪、莫斯科,大同至暹粒,五台山至曼谷等航线相继

开通,全省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达２３条,太原

武宿机场吞吐量突破１４００万人次.大同、运城航

空口岸即将正式开放,五台山航空口岸首飞通航,

我省航空口岸数量跃居中部第一.太原国际邮件

互换局邮件处理量达４３４．８万件.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正式开通.大同国际陆港进口肉类指

定查验场、国家级杂粮检疫检测重点实验室投入使

用.武宿综合保税区进境水果指定查验场、进境冰

鲜水产品口岸、大同保税物流中心(B型)获批建

设.全省２３个省界收费站全部取消,与全国同步

实现高速公路无阻断通行.１１个市公交车全部实

现全国交通“一卡通”.

不断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制定优化口岸营

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措施,开展进出口

环节合规成本专项整治.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金

融保险、出口退税功能上线,货物申报、空运航单申

报、运输工具申报等主要业务实现全覆盖.１－１１

月,我省进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３９７小

时、３４ 小 时,压 缩 至 ２０１８ 年 全 年 的 ４７９％、

５０２％,提前完成国务院压缩通关时间任务.

(八)坚持补短板强弱项,三大攻坚战取得明显

成效

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全力攻坚深度贫困堡垒,

集中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全力推进特色农业扶贫九大行动,产业增收

基础进一步夯实.光伏扶贫建成并网２９４８万千

瓦,惠及３４６万贫困户.贫困县县级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实现全覆盖,建成６５７５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点,带动１５９万贫困人口增收.乡村旅游扶贫

３００个示范村加快建设.坚持“六环联动”推进深

度贫困自然村整体搬迁,１５０２个集中安置点全部

竣工,３３５０个深度贫困自然村搬迁基本完成.全

省最后１７个贫困县全部进入脱贫摘帽程序,９１８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２３９万贫困人口顺利脱贫,贫

困发 生 率 降 到 ０１％ 以 下,脱 贫 攻 坚 实 现 决 战

决胜.

有效开展污染防治.狠抓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及“回头看”问题整改,扎实开展“百日清零”专项行

动.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深入开展我省工业

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关停淘汰工业炉窑３５３

台.实施焦化行业深度治理,全省焦化企业主要污

染物均达到特别排放限值.排查整治“散乱污”企

业１６１６家.实施太原及周边“１＋３０”区域联防联

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重点区域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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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持续加强水污染防治.

召开全省河长制工作暨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攻坚

推进会议,实现全省跨县(市)界断面水质自动监测

全覆盖.推进１４８项水污染重点治理工程建设.

强化城镇污水处理厂保(提)温提效(冬季)和生活

污水雨污分流制管网改造.持续推动农村污水整

治工作.汾河入黄口庙前村水质断面等国考断面

退出劣 V类.稳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完成农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开展受污染耕地分类划定和

安全利用,建立污染地块联动监管机制,出台«山西

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

复治理扎实推进,完成营造林５２１万亩.汾河谷地

地下水水位连续１０年回升.

稳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召开全省高风险金

融机构防范化解风险工作会议,“一行一策”做好风

险防范化解工作,加快推动农信社改制化险.扎实

开展处置非法集资风险,完善山西省非法集资风险

监测预警大数据平台功能.全面取缔省内P２P业

务.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有序推进,顺利平移高速公

路政府债务２６００亿元,国务院予以通报表扬.印

发«坚决打好防范化解省属国企重大风险攻坚战行

动方案»,省属企业到期债券全部按期兑付,山西国

企被列为全国信用度最好的板块.持续推进企业

去杠杆,加快推动市场化债转股落地,８户省属企

业与６家金融机构签订债转股协议或达成债转股

意向,累计金额１４８１２５亿元,已落地３０１７５亿

元.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全省房地产市场总

体保持稳定.

(九)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发展整体性和平

衡性持续增强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山西省乡村振兴战

略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及专项规划.高标

准推进“一区一园一平台”三大省级战略,晋中农高

区成为首批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功举

办第六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签约

３８５９亿元.持续推动十大产业集群建设,集中打

造一批农业标杆项目,加快２３１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山西农业品牌认证数量由全国２０位上升到１２

位.深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启动农村改厕等

五个专项行动.开展乡村治理试点示范,积极探索

创新党建引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模式.大同

灵丘、阳泉郊区、长治长子入选全国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试点县.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省集体经济组

织清产核资工作全部完成.巩固农村承包地“三权

分置”改革,全面开展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

看”,全省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５０８万份,发证

率９８５％,高于全国２４个百分点.

推进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出台«山西

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启动山西

中部盆地城市群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研究.太原都

市区建设扎实推进,太原市与晋中市研究制定«推

进一体化发展事项对接清单»,着力解决规划编制

衔接、基础设施联动、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的突出

问题,打通交接区域道路断点.谋划１２个公共服

务一体化项目,国家物流枢纽互联互通工程、汾河

百公里中游示范区、“晋享云课堂”教育教学共同体

等项目开工建设.

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建立我省城镇化工

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全省

户籍城镇化率预计为４１８７％,比上年提高１０２

个百分点.晋中市太谷撤县设区顺利获批,忻州、

长治、运城乡级行政区划调整取得突破,完成３２３３

个行政村合并.长治市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连续

三年受国务院督查激励.特色小镇建设稳步推进.

(十)抓实民生重点工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扎实做好就业工作.出台促进就业工作实施

意见,积极帮扶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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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开展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推进失业保险援企

稳岗“护航行动”和“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全

年全民技能提升工程培训１０４７万人.

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实现“十五连涨”.城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人均增加约１７４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

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４９０元提高到５２０元,惠及

２５３２万人.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参保农民工失

业后与城镇失业人员享受同等失业保险待遇.提

高全省工伤职工三项待遇和乡镇工作补贴.

着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民参保信息库入

库总人数达３７２５万余人,累计发放社会保障卡

３４２７万张.全省接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

的定点医院１３８４家,累计与３０个省份完成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１２９万人次,费用８５４亿元.

全面实现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将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

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分别提高５５

元、５７元.“互联网＋社保”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形

成,建成山西网上经办便民服务平台,社保业务实

现网上办理.出台«关于加强山西省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省市县三级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全部成立.

加大公共服务补短板力度.深入实施“１３３１

工程”,与８所高水平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合作项目

１８项,山西农大和省农科院合署改革取得实质性

进展,积极筹建国科大太原能源材料学院,４所高

职跻身全国职业教育“双高”行列.确定４个省级

产教融合城市建设试点.开展办学模式改革,６０００

多所中小学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进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建设认定普惠性幼儿

园６１６所,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１６０所,建设改造

５０８所乡镇寄宿制学校,我省学前教育相关经验获

评教育部基础教育典型案例.国家正式批复我省

为区域医疗中心首批试点项目省,华中科大同济医

院与我省白求恩医院签署托管协议,管理团队、专

家团队正式入驻.“１３６”兴医工程稳步推进,新增

８个院士工作站,柔性引进国内外一流专家１０８

人.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持续深化,成功入选

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省.数字文化馆

总分馆体系初步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

提升.

专栏５　“１３３１”工程

“１３３１”工程:推动山西高校振兴崛起的重

要举措.“１”,即始终围绕立德树人、办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这一根本任务.“３”,即突出

抓好高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创新团队

三项建设.“３”,即全面加强高校协同创新中

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研究院)三大创新载体建设.“１”,即推动高校

产出一批对国家和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

贡献的标志性成果.

专栏６　“１３６”兴医工程

“１３６”兴医工程:是山西打造国内有影响力

重点专科和综合医院的重要举措.“１”,即以提

升全省医疗水平为主线.“３”,即建设一批领军

临床专科、重点医学实验室、卓越医学团队.

“６”,即建设前沿医疗技术开发、科技基础平台、

专病诊疗中心、医学装备保障、国际医学协作、

产学研成果转化“六个基础项目”.

　　扎实推进重点民生工程.深入推进采煤沉陷

区综合治理搬迁,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搬迁安置集

中新建小区竣工７７万户、入住３万户,货币化补

偿签订协议６９万户.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４７６

万套,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积极解决天然气供

给不足的民生难题,落实２０１９年天然气合同总量

６３４亿方,较上年增加４６亿方,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供

暖季４０３亿方,较上年增加６５亿方,确保全省人

—４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１　



民群众安全温暖度冬.“二青会”取得圆满成功.

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强化安全生产责任

落实,组织开展高陡边坡隐患排查、护林防火专项

督查、安全生产大检查“三个专项行动”,持续深化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在高危行业企业开展

安全“体检”,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全省各类生

产安全亡人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３２８％、２８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力推进,危

害严重的刑事案件大幅下降,“平安山西”建设持续

深化.

八件民生实事全部兑现.全民技能提升工程

培训人数完成年度任务的１０４７％,残疾预防重点

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服务惠及６９７万名残

疾人,全省２４００余名“两癌”患病贫困妇女每人获

２０００元至１万元救助金.安排财政资金４９００万

元为孕妇提供免费产前筛查与诊断服务,三年共筛

查８４２万名孕妇.新建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５００个,累计建成６６７８个.免费送戏下乡１万场,

９０％的演出向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倾斜.实施经

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关爱行动,惠及１２８

万名老人.实施免费法律咨询便民工程,群众满意

度达９９９％.

２０１９年«计划报告»提出１０项主要预期性指

标和１３项约束性指标.１０项主要预期性指标总

体完成较好.１３项约束性指标中,１１项指标有望

完成或超额完成目标任务,PM２５浓度、设区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虽难以完成全年目标,但

PM２５平均浓度低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平均水平.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

景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来之不易,这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

结果;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

献”精神,对标对表、学思践悟的结果;是省委、省政

府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

省人民戮力同心、攻坚克难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

协加强监督、大力支持的结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省发

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和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新兴

产业发展不足,新动能不够强劲,创新发展基础仍

然薄弱,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市场化改革

较为滞后,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城乡居民收入与发

达地区差距较大,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仍然严峻,民

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距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还有不小差距.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

视,实际工作中下更大力气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０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

目标

２０２０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

也是为“十四五”良好开局打下更好基础的关键之

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分析国内外形势,我

省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风险挑

战.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速已降至国际金融危机

以来最低点,发达经济体增速普遍回落,新兴经济

体增长明显放缓.从国内看,中美经贸摩擦仍是首

要外部不确定因素,受企业利润下滑、市场预期不

稳等因素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投资增速持

续下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也要充分认识

到,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

改变,我省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也

没有改变,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四为四高

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确立了我省经济工作总

纲,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基本路径,明确了时间进程

和奋斗目标,进一步坚定了全省迎难而上、砥砺前

行的信心决心,凝聚起团结奋进、齐力攻坚的强大

合力.国家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支持我省开展转型综改试验区

建设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都将为我省注入强

劲动力.我们必须把握机遇、抢抓机遇,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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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以将转型综改进行到底的担当和勇气,

变中求稳、难中求进,不断拓展高质量转型发展新

局面.

做好２０２０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坚决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坚持以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

新为上,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起、高标准保

护、高品质生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

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十三五”规

划圆满收官,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根据上述要求,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作目标,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指标和“十三五”规划指标相衔接,统筹考虑需要与

可能、当前与长远,按照实事求是、为转型发展留出

空间、合理引导预期的原则,２０２０年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目标安排如下:

———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６１％左右.主要考虑符合今年经济运行态势,能

够为高质量转型发展留出充足空间,有利于引导社

会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２％,主要考虑经

济增长压力和减税降费影响.

———有效需求稳步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６％以上.主要考虑引导各市既注重投资

总量,更要优化投资结构,切实加大转型项目建设

力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主要考虑是

吃穿用类商品及家电、家具、建材等消费将持续增

长,但汽车、成品油消费增长压力较大.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资源节约方面,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较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５％,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３６％,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２％.环境质量方面,

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保持在５５２％,劣Ⅴ类

水体比例控制在１３８％,６月底前汾河流域国考断

面水体全面消除劣Ⅴ类,之后稳定达标.设区市细

颗粒物(PM２５)浓度下降比例、设区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和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

物４项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完成国家下达的考核

任务.

———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６１％以上和６５％以上,主要考

虑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应不低于经济增速.城镇

新增就业４６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５％

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６５％左右,主要考

虑是落实国家稳就业的要求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

拉动作用.剩余２１６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２７万套.居民消费价

格涨幅控制在３５％左右.

三、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和措施

坚决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政府工作报

告安排,坚持“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

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和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建议今年着力抓好以下

１０方面重点工作.

(一)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

坚持转型为纲,围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打造和提升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千亿

级产业,推动全省产业发展由“一煤独大”向“八柱

擎天”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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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龙头引领、园

区承载、上下游配套、全链条发展,持续加力建链补

链延链强链,打好抢抓机遇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主动战.推动６个千亿级新兴产业提升竞争

力.高端装备制造业重点建设中船重工新能源装

备产业园、中煤科工智能制造基地、中车大同电传

动矿车、山西煤机装备智能制造等项目,进一步提

升轨道交通、煤机、工程机械等整机成套制造能力.

新材料产业重点建设太钢钢科高端碳纤维、金山永

磁材料、大众笔尖钢、中铝华润合金棒、大同尚镁科

技镁合金加工等项目,加快打造 T１０００碳纤维、碳

化硅、特种尼龙等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尖端产品.

数字产业围绕“网、智、数、器、芯”五大领域,重点建

设综改示范区山西软件园、百度云计算中心二期、

国科晋云二期基地、秦淮数据环首都能源信息技术

产业基地、百信自主安全计算机等项目,加快发展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加

快部署５G基础网络,力争设区市中心城区５G 网

络实现连续覆盖和商用.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建设

朔州、长治、晋城３个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

地,加快潞安蒸压粉煤灰砖、格瑞斯特新兴环保固

废基免烧砖等项目建设,创建一批国家绿色示范园

区和绿色示范工厂.现代金融业重点建设综改示

范区基金片区、山西农谷金融小镇、山西金融服务

平台二期等项目,提高各类产业基金市场化运作水

平,加强对转型项目金融支持.现代物流业以智慧

物流为方向,加快建设太原国家物流枢纽,重点提

升中鼎、方略、晋北等物流园区功能,鼓励货物跟踪

系统、物流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和装备应用.推动４

个高成长性新兴产业向千亿级迈进.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重点抓好山西吉利零部件配套产业园、大运

汽车纯电动轻型客车及多用途乘用车等项目建设,

全面提升我省汽车整车系统集成和零部件配套能

力.现代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重点建设锦波科技人

源胶原蛋白、威奇达众抗青霉素绿色升级等项目,

做强抗生素类化学原料药、经典中成药等高附加值

产品.煤成气产业加快建立勘查开采市场退出和

政府资金激励机制,做好开发项目备案权承接.有

序推进已有煤层气区块稳产、致密气区块和对外合

作区块快速上产,加快晋城市大型LNG储气设施

建设.现代煤化工产业坚持“高端化、市场化、差异

化、环境友好型”发展,建设山西兰天新能气化升级

改造、天达高密度航空煤柴油等项目,推动潞安

１８０项目全面达标和示范应用,抓好煤化工技术联

合攻关,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３个新兴潜力产业

发展壮大.通用航空产业重点建设大同轻飞、太原

禧佑源飞机拆解基地等项目,以市场化手段办好尧

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飞行大会,积极构建通航研

发、制造、应用、会展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新能源

产业重点推进“氢都”大同新能源产业城、孝义氢

能、平价竞价光伏、国电投灵丘风电供暖等项目建

设,持续提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数字

创意产业重点引进培育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创作更

多优质、多样、个性化的数字创意产品.

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深入挖掘产业潜力,提升产业规模和产业层次.推

动２个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文化旅游

业按照“城景通、景景通”要求,加快建设三大板块

旅游公路.推进黄河文化公园、中华长城博物馆、

中太行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项目建设,抓好龙头景区

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提升.加快晋中、忻州２市

１８县２０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试点创建.大力

发展红色旅游,培育研学游、体育游、通航游等新业

态.构建山西旅游服务标准体系,发展智慧旅游.

农产品加工业重点支持１００家龙头企业,提升改造

１００个加工园区,支持５０家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

构,新增２０个功能农产品品牌,加快构建北肉中粮

南果的农产品加工产业格局.推动５个特色优势

产业高端化品牌化发展.有色金属产业重点推进

煤－电－铝(镁)－材一体化试点,加快推进吕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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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二期、中条山有色５万吨/年高精度铜板、大同镁

合金轮毂产业化等项目,建设全国铝镁深加工基

地.绿色建材产业重点建设大同装配式绿色建筑

集成产业基地、运城中联二代水泥、大同冀东水泥

窑协同处置等项目,加快提升耐火黏土、高岭土、建

筑陶瓷等绿色建材产品竞争力.特色轻工产业重

点建设中银纺织羊毛羊绒生产基地、强伟纸业１１０

万吨/年石膏板护面纸、尊屹陶瓷标准陶泥及日用

瓷等项目,加快提升“山西三宝”等工艺美术产品知

名度,打造一批本土日用消费高端产品.康养产业

重点建设忻州顿村温泉康养城、大同博爱国际康养

服务中心、孟母养生健康城等项目建设,大力提升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力打响“康养山西、夏养

山西”品牌.文化及相关产业重点推动文化产业

园、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壮大文化企业实力,组

建文化文物创意产品开发联盟,加大文创产品开发

力度,打造独特的文化旅游演艺作品,促进文旅融

合发展.

做强做优做绿四大传统千亿产业.加快推进

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煤炭产业

退出产能１５００万吨以上,引导关闭退出６０万吨以

下煤矿,煤炭洗选能力压减至１８亿吨左右,原煤入

洗率提升至８０％,全面提升煤矿智能化改造水平.

电力产业重点推动１０００千伏蒙西－晋中特高压交

流工程建成投运,实施电网优化转接工程,力争外

送电量突破１０００亿千瓦时.合理安排应急调峰电

源,建设千万千瓦级煤电调峰基地.焦化产业压减

过剩产能４０２７万吨,全面启动国家绿色焦化产业

基地建设,重点推动潞宝集团２００万吨/年、山西晋

茂１８０万/年等大型焦化升级改造项目建设.钢铁

行业重点推进工艺装备升级改造,提升产业智能

化、绿色化水平,加快太钢中厚板生产线智能升级

改造、晋城钢铁晋钢制造科技产业园等项目建设.

加快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构建１４大标志

性引领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按照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要求,抢抓攻

坚国产替代的战略机遇,在半导体、大数据融合创

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通用航空、光电、光伏、煤基

炭材料、生物基新材料、特种金属材料、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智能煤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生物

医药和大健康、节能环保等１４个行业集中力量打

造一批生产要素集聚、生产方式集约、生产技术集

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引领

全省工业高质量转型发展.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

１０大产业集群.顺应食品安全、健康养生和消费

多样的市场发展趋势,积极打造酿品、饮品、乳品、

主食糕品、肉制品、果品、功能食品、保健食品、化妆

品、中医药品等１０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建

设３０个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标杆项目.建设一批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围绕推动我省生产性服务业

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

质和多样化升级,着力在智慧物流、绿色金融、科技

服务、健康养老、高端商务等领域建设一批省级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打造专业性公共服务平台,引领

全省现代服务业发展.

(二)深入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打造能

源革命排头兵

牢牢把握全球能源低碳发展和能源技术革新

动态前沿,坚持以开放的思路推进能源革命,以合

作的方式推进综合改革试点,争取综合改革试点取

得阶段性成效.

推进煤炭开采利用方式变革.大力推进煤炭

智能绿色安全开采.以５G通信、先进控制技术为

牵引推动５座智能煤矿和５０个智能综采工作面建

设.开展绿色开采技术和井下矸石智能分选试点

示范.以减人少人无人为目标,在全省１１座千人

矿井实施机器换人,切实提高煤矿安全保障水平.

加强生态友好矿区建设,加大采煤沉陷区、工矿废

弃地等生态修复治理.积极探索“分质分级、能化

结合、集成联产”的新型煤炭利用方式.加快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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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和化产高端延伸.开展关闭煤矿剩余资

源普查.推进煤矿瓦斯综合利用、工业尾气生产燃

料乙醇等项目试点示范.

加快煤成气增储上产.抓好煤层气勘查开采

和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三气”综合开发试点等

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建设晋城煤层气示范基地,推

进晋中、沁源—古县、保德—河曲等１４个省级以上

规划矿区建设,继续挂牌出让一批煤层气区块.加

快推进煤炭采空区(废弃矿井)煤层气抽采.加快

推进煤层气外输通道与周边区域的输气管网联通.

落实地方政府和燃气企业的储气责任,鼓励各类投

资主体合资合作建设储气设施,实现储气设施集约

化、规模化运营.

增强新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做好全省可再

生能源开发资源量勘探,合理有序布局新增项目.

积极推进光伏、风电平价上网项目示范.开展“新

能源＋储能”试点示范,推动储能在大规模新能源

项目消纳领域示范应用,开工建设垣曲抽水蓄能电

站.在山西综改示范区、大同、长治等地布局建设

氢能产业化应用示范项目.

提升清洁电力发展水平.实施电网优化改接

工程,提升晋电外送能力.充分利用山西现役煤电

产能,先行选择一批３０万千瓦级及以上煤电机组

进行灵活性改造试点.加快推进“雁淮直流”“蒙

西—天津南”“榆横—潍坊”特高压配套电源点接入

线路建设,鼓励新能源企业通过风火打捆等形式参

与跨省跨区交易,提高山西电力外送竞争力.用好

“研究探索增送电量输配电费用降低灵活定价方

式”的差异化政策赋权,努力降低用电成本,稳步推

进电力现货交易试点、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

制、放开发用电计划等改革.

构建清洁低碳能源消费体系.继续实施能源

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快煤炭消费减量和替

代,巩固１１市建成区“禁煤区”全覆盖成果,持续扩

大“禁燃区”.开展节能“百千万”行动,加强重点领

域节能.探索建立用能权初始分配制度,推进用能

预算化管理.建立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推进城乡居民用电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冬季清

洁取暖,创建地热供暖示范区,探索风电清洁供暖

运营模式,开展风电供暖试点.

发展壮大能源关联产业.加快能源资源优势

转换,积极发展能源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努力把

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产业升级的新

增长点.延伸煤炭深加工产业链条,开展煤层气合

成金刚石、超级电容炭、石墨烯及其功能材料等产

业化示范,实施山西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培育壮大装备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发展高

端高载能产业,重点推动大数据产业集群布局、主

体培育、平台建设和推广应用.前瞻性布局氢能全

产业链发展.

深化能源领域对外合作.完善与京津冀、华东

等地区域能源协作机制,深化与浙江、河北能源合

作,推动“晋电送浙”特高压工程、山西—河北５００

千伏输电工程项目列入国家规划.继续深化与世

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交流合作,把太原

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打造成国家级、专业性、国际化

的开放平台、创新平台.

(三)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全力打造一流创

新生态

坚持创新为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战略,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布局创新

链,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实施三大工程.推进“１３３１”工程提质增效.

加强“双一流”建设,深化与C９＋高校、一流科研机

构、知名企业合作,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推动

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优化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与学位授权点.继续推进专

业动态调整,立项建设１５０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继续推动“１３６”工程建设.深化１０个

领军临床专科建设,加快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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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学研究中心.启动实施“人才科技兴医计划”

和“百名博士引进计划”.开展“１３６”兴医工程第三

方评估.高标准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加强

城市医联体建设,新建３—５个省级跨区域专科联

盟.启动实施“１１１”工程.紧扣转型发展需求,加

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谋划推

进１００项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建设１０个左右重点

实验室、１０个科技成果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基地和

１０个省级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一企一策”培育

１００户高科技领军企业.

完善创新制度.办好全省科技大会.开展企

业技术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实施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常年申报、分批立项改

革,在应用基础研究计划中试点“包干制”改革.落

实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不断强化市

场导向.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企税收优惠等

普惠性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健全技术转

移转化机制,用好“山西省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

权交易服务平台”,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完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各

类平台基地开展研发活动.持续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倍增计划,积极培育高科技领军企业.

实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攻关.聚焦破解产业

瓶颈制约,着力攻关半导体材料制备、铝镁合金基

础材料、健康产品等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集中攻

关国产 T１１００碳纤维、城市轨道交通用轮轴系统、

大容量超级电容器关键电极材料批量化制备等一

批关键共性技术,努力突破煤矿数字化综采装备、

火电机组全过程深度节能智能监控等一批现代工

程技术.围绕抢占产业制高点,超前布局数据标

注、氢能关键技术等一批前沿重大技术.实施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研发活动全覆盖行动,推动规模

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建设企业、市、省三级重点实验

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基地.在半导体材料、

煤基炭材料、特种金属材料、通用航空、大数据等领

域布局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努力实现对我省重点

产业、重点学科的全覆盖.建立健全产学研用协同

机制,聚焦半导体、大数据、高成长性新材料等产业

领域,集聚产学研各类创新主体,建设省级制造业

技术创新中心.围绕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现代医药等产业,培育建设一批省级科技

技术成果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基地.推动煤基能源

清洁高效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纳入国

家级科技创新基地.

集聚一批科技创新人才.实施“三晋英才”“青

年拔尖人才”“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等支持计划,

在重点科技创新和产业科技领域,引进、培育高端

领军人才,培育建设具有较强持续创新能力的高水

平创新团队.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靶向引

进顶尖人才,大力引进“高精尖缺”外国专家,支持

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设立用于引进海外人才的

流动岗位.

着力打造双创升级版.落实好创新创业高质

量发展２０条措施,再谋划出台一批支持举措.发

挥好“智创城”省级双创中心龙头带动作用,复制推

广先进经验.加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双

创支撑平台培育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国家级、省级

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发挥创业担保贷款助力创业

作用.办好双创沙龙、创新创业大赛、双创活动周

等活动.

(四)聚力扩大有效需求,不断激发市场潜力

坚持项目为王,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和消

费的基础作用,促进投资消费进出口协同发力,确

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精准聚焦全省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补短板需要,把转型项目建设放在更加

突出位置,强化六项常态化机制,抓好项目包装、招

商、签约、开工、投产等关键环节,持续扩大投资规

模,优化投资结构,千方百计完成投资增长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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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年度目标.大力实施“５２１”工程.提升５０个

左右开发区产业承载力,切实当好转型主战场、主

引擎.实施１００个新兴产业龙头项目和１００个传

统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打造转型新标杆.建

设１０００万平米以上标准厂房,打造项目“拎包入

住”、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中小制造业发展的有效载

体.扎实做好现代基础设施 “四网会战”.健全交

通网,推动太郑高铁年内通车,推动集大原、雄忻高

铁项目开工建设.做好“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确

保太原铁路枢纽和太原至延安高铁列入规划,力争

忻州－榆林－鄂尔多斯等铁路项目列入规划.加

快长邯聊、运三、韩河侯等铁路项目前期研究工作.

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建成太原东二环,推进静兴、黎

霍、太原西北二环等在建项目.推进普通国省干线

公路升级改造、“四好农村路”、旅游公路建设.加

快推进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新建朔州机场、晋城

机场及芮城、万荣等通用机场项目.健全市政网,

围绕加快打造“一主三副六中心”,组织实施８２０个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镇水电路气暖设施,太原地

铁２号线今年底开通运营,加快１号线建设,启动

新一轮太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调整.健全岸

港网,抓好阳泉国际陆港、朔州经纬通达等重点物

流园区建设,加快建设综改示范区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加强５G 站址规划和基站建设,稳步推

进物联网、车联网等设施部署.健全民生网,支持

建设一批城市停车场,积极推进家政、养老服务实

训基地项目建设,持续抓好高校新校区、职教园区、

农村寄宿制学校、基层中医馆等项目建设.推动农

村饮水安全等农村环境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大小水

网、生态修复治理等项目建设.做好重大项目谋划

储备.依托全省投资项目库,完善项目储备工作机

制.聘请国家级团队,深入开展项目前期谋划工

作.聚焦我省外购规模较大的行业,谋划布局项

目,促进晋需晋产、晋材晋用.加强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加强省市两级重点工程管理,建立省市县三

级政府领导每人包联一个重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

项目工作机制,发挥重大项目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加大项目保障工作力度.继续坚持每月通报排名

制度,坚持重大项目一线服务法,疏解治理投资堵

点,组织开展好前期手续办理、集中开工、打击恶意

阻工扰工等专项行动,全面提高投资建设效率.制

定出台«山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提高项目管理

规范化水平.着力拓宽项目融资渠道.紧密对接

国家鼓励支持的重点领域,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

资.全力争取专项债规模超过４００亿元.发挥地

方预算资金“四两拔千金”作用,精准支持转型项目

建设.创新融资方式,用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工

具,有序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化债转股.加

大与金融机构总部对接力度,推动政银企常态化对

接,完善信息、数据共享机制,着力保障项目资金.

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放宽民间资本准入,规

范有序推进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交通、能

源、教育、健康医疗、养老等领域.制定发布全省标

准厂房分布地图,组织开展标准厂房专题招商,吸

引民营企业入驻.

有效激发消费潜力.持续改善消费环境,推动

消费稳定增长,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

作用.加强流通设施建设.支持特色商业街升级

改造,提升特色商业街区服务水平.出台促进连锁

便利店发展政策,支持品牌连锁企业向市县拓展,

带动全省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开展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覆盖范围.加强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县乡

村三级物流网络,完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畅

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开展

商贸古镇振兴工作,引领古镇及周边农村高质量发

展.改建提升一批集餐饮、家政、维修等基本生活

服务为一体的便民消费服务中心,推进家政服务提

质扩容.推进流通方式创新.加强商务诚信公共

服务平台推广使用,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主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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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加大晋商品牌推广、百年老字号推广、新兴优势

品牌培育等工作推进力度.积极开展电商主体培

育行动,做大做强全球蛙、山西苏宁云商等网络零

售主体,提升我省电商企业影响力.推动我省企业

与传统电商平台、新兴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的深度

合作,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培育网络零售品牌.

深化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推进太原市快消品、

医药、家居三条供应链建设,提升太原市供应链效

率.培育商业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汽车消费优化

升级,打破品牌授权单一模式,推进授权销售与非

授权销售并行,鼓励汽车经销商开展二手车销售,

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管理,促进老旧机动车报

废更新.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开展农商互联,搭

建线上线下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产品产销对接渠

道.积极培育定制消费、信息消费、幸福消费和绿

色消费等新热点,发展夜间经济、假日经济.深入

实施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完善会展经济

配套体系,支持各市举办地方特色展会,带动商贸、

旅游、文化等消费业态融合发展.

推动外贸稳中提质.落实外贸主体培育三年

行动计划,鼓励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大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培育力度,建设具有竞争力的出口

产业集群.做好二手车出口试点、承接加工贸易产

业转移等工作.引深国际市场开拓“千企百展”计

划,在重点出口市场布局若干国际公共营销服务平

台和海外仓.指导企业运用申请豁免、转移市场、

寻求进口替代等方式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支持企

业利用“京交会”“高交会”等平台开展交流合作,开

拓服务贸易多元市场.精心组织参与第三届中国

进口博览会.推动外贸空白县进出口“破零”,力争

重点工业类开发区利用外资全部“破零”.

(五)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短板

聚焦重点领域,围绕薄弱环节,全力以赴坚决

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保持政策总体稳定,促进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加强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统筹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兜底,一体推进持续攻坚

和防止返贫,确保２１６万剩余农村贫困人口如期

脱贫.加强产业扶贫,完善带贫益贫机制,大力发

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持续推

进以工代赈、光伏扶贫、电商扶贫、消费扶贫、就业

扶贫等工作.全面落实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残疾人帮扶等兜底政策,

做到应保尽保.加强贫困监测和返贫预警,对脱贫

监测户重点关注、重点帮扶,出台边缘户帮扶举措,

建立稳定脱贫、防止返贫体制机制.继续落实攻坚

深度贫困“一县一策”和金融扶贫、土地支持、进城

落户等政策,保持政策总体稳定、财政投入力度不

减.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权益有保

障、就业有渠道、身份可融入.扎实推进拆旧复垦.

深化扶贫扶志,多措并举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继续支持县级医院建设,实现“十三五”末我省所有

国定贫困县中央投资全覆盖.全面排查整改“三落

实”“三精准”“三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配合国家

做好３６个国定贫困县普查,对２２个省定贫困县开

展普查,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推进城市建成区及

周边重污染企业搬迁退出,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

全面排查、分类处置,大力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改造、工业炉窑综合整治、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

稳妥实施散煤清洁化替代,加快大宗货物“公转

铁”,推动设区市公交车、出租车、环卫车更换为新

能源汽车,开展城市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持续改

善水环境质量,大力开展黄河流域河流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保温(提温)提效改

造工程、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及雨污分流制管网

改造工程,深入推动工业集聚区集中污水治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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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推进“五水同治”,确保６月底前汾河流域国考断

面水体全面消除劣 V 类.持续改善土壤环境质

量,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状况调查,推进土

壤污染治理修复,开展地下水调查评估.

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有序对部

分存量隐性债务进行置换,防范化解融资平台公司

到期债务风险,坚决遏制违法违规融资举债行为.

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用好各类融资工具,推进债

务重组.稳妥化解影子银行风险和高负债企业信用

风险,防控城商行等各类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稳

妥推进农信社改制化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各类

非法金融活动,推动P２P网贷机构突出风险出清.

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

的金融穿透式监管系统.加快“信用山西”建设,营

造良好信用环境.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动摇,全

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

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六)大力营造“六最”营商环境,持续增强实体

经济活力

坚持“三对”“六最”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按照“一朵云、一张网、

一平台、一系统、一城墙”的总体要求,加快完善省级

“一局一公司一中心”管理运营架构,积极构建数字政

府六大体系,推动“领导驾驶舱”、“三晋通”APP、协同

办公系统等一批重点应用项目率先取得突破.推动

政府信息系统“云化”部署和政务外网升级改造,强化

政务数据管理,加快实现政务数据“全归集、全对接、

全打通、全共享”.推动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省

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实现“一网通办”.

专栏７　数字政府六大体系

运行管理体系、基础支撑体系、数据资源体

系、服务应用体系、安全保障体系、标准规范体系.

　　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落实省

委省政府“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要求,按照“深

化、拓展、提质、巩固”的总体工作思路,深化１４项

政府靠前服务事项,出台我省“标准地”改革实施意

见,深入推进“标准地”改革.进一步提高备案类企

业投资项目试行承诺制比例,不断完善承诺事项流

程,提高办理效率,加大保留审批事项并联办理力

度,提升审批效能.探索推行核准制项目承诺制,

进一步扩大改革红利.

不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六项专项行动”,扩大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范

围,实现全省１１７个县(市、区)全覆盖.推动营商

环境立法工作.统筹推进市县两级及省级以上开

发区“一枚印章管审批”,打造全新集成审批流程,

推进行政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就近

办”.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在线审批监管系统省市县

三级全面应用,审批时限压缩至１００天以内,进一

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和不动产项目登记时限.推

动企业注销便利化.全力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试点,依托“互联网＋监管”平台系统,加强各

类监管信息归集共享和关联整合,提升监管精准

化、智能化水平.推进省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

系统一体化建设,实现纵横联通.加快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深度整合共享,实现“一个平台管交易”.推

进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标准化建设,健全完善各级政

务大厅“好差评”系统,建立全省统一的“１２３４５”政

务服务热线平台,用好“１３７１０”政务督查督办手段.

专栏８　优化营商环境“六项专项行动”

开展“五减”专项行动,营造审批最少的营商

环境.开展“一网通办”提速行动,营造流程最优

的营商环境.开展“四个一”改革行动,营造体制

最顺的营商环境.开展创新审批专项行动,营造

机制最活的营商环境.开展企业全生命周期便利

化服务行动,营造效率最高的营商环境.开展政

务服务提质行动,营造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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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发展的意见».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

准,新培育认定“专精特新”企业３００户以上、“小巨

人”企业２０户以上,培育“小升规”企业７００户.改

革和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不断

扩大小微企业信贷规模.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

系,落实融资担保机构小微企业风险补偿和保费补

贴政策.创新融资方式,推进“银税合作”,推广开

展“信易贷”“云税贷”“人才贷”,探索开展供应链金

融业务,鼓励运用无还本续贷、无抵押担保信用贷

款等方式,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建立中小

企业上市培育机制,推动中小企业利用创业板、中

小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等开展直接融资.

落实好各项财政资金奖补政策,加快清理政府部门

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加大政

府收费清理规范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建立机

关干部帮扶“小升规”企业培育机制,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和问题.健全民营企业涉法维权机制,依

法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七)狠抓关键领域改革,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坚持改革为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紧紧抓

住国家扩大高水平开放机遇,全面提升我省对外开

放能级.

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体制改革,推动监管职能从管企业、管资产向

管资本转变.加大重点领域兼并重组力度,推动焦

煤、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旅、水务等领域专业化

重组,打造一批旗舰企业.动态调整国企“腾笼换

鸟”项目库,加强项目推介,广泛引入各类投资主

体.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进建投集团

与央企重组步伐,全面促进汾酒集团整体上市后实

现高质量发展.推动文旅、太重、大地、云时代等企

业集团层面混改,二级以下子公司混改率提高至

８０％左右.加快员工持股试点工作落地.推进晋

能清洁、北方铜业、国际能源等公司IPO 申报,大

力推进市场化选聘和契约化管理,在条件成熟的企

业全面开展职业经理人制度.继续剥离省属国企

办社会职能,基本完成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稳妥推动厂办大集体改革.

加快推进开发区改革.稳步推进开发区设立

扩区升级,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生态文

化旅游示范区设立.继续深化“三化三制”改革,推

动已批设的开发区“三制”改革全部到位.深入推

进潞城、云冈等开发区管运分离改革试点.推进开

发区各项规划修编和规划环评审查工作,依法依规

开展四至范围核定、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等,建

立完善开发区土地申报绿色通道,统筹保障土地供

应.优化开发区投资环境,推动省市两级向开发区

授权到位,推行全程领办代办机制.支持开发区标

准厂房、道路等基础设施和科技孵化器、技术研发

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强化开发区投资强度、

产出强度、税收强度考核.

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落实好减税降费政

策,加快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办法,实现预算和

绩效管理一体化.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交通领域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做好资源税地方

立法工作.继续推进省属国有金融机构改革,鼓励

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引入

战略投资者,丰富中小微企业金融产品和服务体

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用好上市公司平台资源,

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

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推进融入“一带一路”综合物流基地和配送中

心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支持我省与京

津冀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的意见,重点在区

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产业承接等领域

谋划一批重大项目.深度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推动晋陕豫黄河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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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区域合作,打造我

省区域经济合作新引擎.抢抓中部地区崛起重大

战略机遇,积极承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引进一

批产业转型的龙头项目、旗舰项目.高水平编制实

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推动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

努力建设对外开放平台.制定促进开放平台

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组建山西国际陆港集团有

限公司,推动航空口岸与国际陆港、海关特殊监管

区之间合作联动,提升口岸开放水平.完善开放平

台类型,加快中鼎物流园汽车整车进口口岸申建,

完善武宿综保区功能,推动运城航空口岸正式开

放,保障中欧班列稳定运行.加快太原跨境综试区

和省级示范园区建设,支持国际邮件互换局扩大业

务范围.持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继续做好

自贸区经验和深圳前海自贸经验的复制推广工作.

深入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两步申报”改革,

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优化简化通关

流程.

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修订编制山西省主

导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产业地图,引导各地有序开

展产业链招商.搭建全省统一的招商引资大数据

平台,建立招商引资资源库和数据库.实施招商引

资“一把手包联”行动,落实好重大项目领导包联和

三级协调机制.完善覆盖全省外来投资企业投诉

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突出

开发区招商引资主阵地、主战场作用,切实发挥省

驻外招商局招商引资“尖兵”作用,联动商会、校友

会、行业协会商才互通、共融发展.用好中国第三

届进口博览会、投洽会主宾省、高交会等平台,做好

项目对接.聚焦重点国家和地区,加强与日韩欧美

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外资项

目.聚焦国内重点区域,抢抓国家支持中西部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的重大政策机遇,积极对接行业领军

企业,主动参与并持续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地区的产业合作.

(八)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发展新动

力源

以大都市、大县城统筹城乡发展,打造新型城

镇化体系,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持续推进三大省级战略,推动山西农谷建设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促进谷城院一体化发展.深入

推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建设,打造全国优质草食畜

生产基地,启动大同肉类出口平台建设,实施现代

种业提升工程.加快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建设,新

建３０个出口水果标准化示范园和１万亩中低产果

园改造示范园,培育一批水果及特色农产品出口企

业.实施耕地质量提升、农水集约增效等八大工

程,开展旱作模式示范.加大“三品一标”认证力

度,强化农产品市场推广和品牌宣传,打造“山西药

茶”“山西有机农产品”等区域公共品牌.提标升级

２１２０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确保全省粮食播种面

积稳定在４５００万亩以上.市场化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加快推动生猪规模化项目落地投产,多措并

举恢复生猪产能,毫不动摇抓好疫病防控,有力保

障猪肉市场供应.开展家庭农场试点、农民合作社

质量提升试点.扎实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

续开展“一拆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启动创建第

三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力争省级示范村达

到１０００个.加快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全

面整治存量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开工建设３００个村

的污水治理项目,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加

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成５３万座户厕改造任

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做好二轮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３０年政策衔接,推动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

体”综合合作.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抓

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扎实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改革,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落实

承包地“三权分置”,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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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家庭农场示范县创建.完成６０００个行政村合

并任务.

全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按照“一主

三副六中心”空间布局,加快推动中心城市建设.

充分发挥太原都市区龙头牵引作用,全力推动太原

都市区打造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开放高

地,加大太原都市圈节点城市、微中心建设力度,打

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

区域中心城市.推动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加快

太原晋中一体化轨道交通建设,开展轨道交通磁悬

浮项目前期研究.在潇河产业园核心区建设国际

会展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区域金融中心、高端商务

中心、艺术中心“五大中心”,加快产城融合.支持

大同、长治、临汾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推动其它六

市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有序推进行政区划调整.

推动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围绕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继续谋划建

设跨区域一体化项目.持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突

出抓好“两下两进两拆”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城镇污

水处理,完成城市黑臭水体清零,全面推进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太原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

统.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加快省级城市综合管理服

务平台建设,推进部、省、市、县四级平台互联互通,

全面推进数字城管全覆盖工作.

专栏９　两下两进两拆

“两下”,即管线下地和广告下墙.“两进”,

即停车进库进位.“两拆”,即拆除违建和围墙.

　　大力实施“大县城”战略.实施生态移民、扶贫

搬迁、工矿棚户区改造、乡镇合并和迁村改居等工

程,引导人口有序向县城集聚.推动开发区与县城

一体化建设,以产促城、以城兴产,增强县城发展动

力.加快补齐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推进县城路网建设,全面消除县城内“断头路”,加

快县城生活垃圾中转站等环卫设施建设,加强清洁

取暖设施建设.推动“两下两进两拆”向县城和城

乡结合部延伸.推动县城公共环境治理,集中整治

和改造县城内老社区、老街区、老厂区、城中村等,

全面改善县城风貌.

(九)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坚持高标准保护,牢固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

态修复治理,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继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逐步健全源头

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

护体系.同步推进省市县三级国土空间规划,建立

健全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边界三条

控制线分类管控机制.建立覆盖全省的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体系.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推进

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担保贷款试点,引导社会资

本流转林地经营权.全面完成芮城等４个国家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任务.继续做好地市生态

文明目标评价工作.

全面推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落实资源有偿

使用、总量管控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节约集

约循环利用制度和标准体系.完善绿色制造体系,

大力培育绿色工厂、园区、产品、供应链.出台我省

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指南,加快推进园区循环

化改造省级试点建设.全面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实施绿色交通行动,加快淘汰

常规燃料公交车、有序淘汰到期报废出租汽车.开

展绿色建筑专项行动,全面推进设区市、县级市绿

色建筑集中示范区建设.

持续开展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持续推进退

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重点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

等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完成４００万亩营造林和５２５

万亩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加快推进采煤沉陷区综

合治理,确保５６个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顺利完

成.全力推进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作.进一步压实各级河长职责,实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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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九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汾河中游１３５公里

先行示范段.有序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和自

然保护区“三区变两区”.

(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提高人民群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强就业形势监测,完善

落实各项就业政策.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去产能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

人安置工作.拓宽就业渠道,扶持创业带动就业.

举办第二届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加大援企稳岗力

度,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提升公共就业服务

水平,做好我省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和返乡创业试点

工作.

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收入.继续完善企业工资

分配宏观指导调控制度,加快推动国有企业工资决

定机制改革落实落地,实施技能提升行动拉动技术

工人收入增长.深化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落实

事业单位分配自主权,继续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

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为牵引,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各项政策,助推农村

居民人均收入稳定增加.

优先发展教育.全面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安全优质发展,建设认定４００所普惠性幼儿园.建

设或改造５００所乡镇寄宿制学校,加快中学向县城

集聚、小学向乡镇以上集中,精准做好控辍保学.

全面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制.调整优化高校布

局结构、跨校院系学科和专业设置,做强做优理工

院校,办强办名综合性大学,补齐补上艺术类、外语

类大学缺项.加快推进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新

校区建设和国科大太原能源材料学院规划建设.

启动山西大学城“破围聚能”工程.加快推进“双

高”高职院校建设.推进职业院校资源融合、结构

调整和实训基地建设,开展“１＋X”证书制度试点.

创建国家级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认证一批省级产

教融合型企业.支持规范民办教育、合作办学,办

好特殊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扎实做好“大健康”工作.落实«“健康山西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出台我省健康产业发展规划,推

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首批试点建设.深化县域医

疗集团改革,扎实推进三医联动改革,加快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改革,构建分级诊疗制度支撑体系.建

立疫苗追溯体系,加强重点疾病监控和防治,建立

健全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加强母婴救治“两个中

心”能力建设,实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推进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利用,推动

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建设“体育

山西、健康山西、幸福山西”.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推进全民参保

计划,稳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全面落实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推行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全面实现职业年金基

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建设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大病保险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每

人每月再提高２０元.全面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和使用工作,积极组织开展以省及统筹区

为单位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加快

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大对特殊人群救助力

度,将符合条件的特殊人员纳入救助范围,确保“应

保尽保”.大力发展儿童福利事业,持续抓好慈善

事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扎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加强价格总水平调

控,进一步健全价格监测分析、预警调控机制.强

化对生猪市场和猪肉价格变化监测,做好猪肉储备

调节工作.努力保持重要商品价格稳定.落实物

价联动机制,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保障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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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办好１０项民生实事.继续实施以“人人

持证、技能社会”为目标的全民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工程.继续为怀孕妇女提供免费产前筛选与诊断

服务.继续为５８个贫困县农村妇女免费提供“两

癌”检查服务.继续实施５万名残疾预防重点干预

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继续实施免费法律

咨询便民工程.将免费送戏下乡１万场扩展提升

为“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实施城镇养老

幸福工程.为既有住宅自愿加装电梯实施奖补.

实施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在人流密集公共场所配

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推动应

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

制,提升救援保障能力.继续深化煤矿、危险化学

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冶金工

贸、特种设备、长输管道、食品药品、旅游等行业领

域安全专项整治,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

智能化作业”科技强安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安全

生产水平.全力做好社会自然灾害防治、治安、施

工安全、反恐防暴和信访维稳等工作,持续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支持国防建设,做好国防动

员、双拥、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更好发挥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大力发展妇女、儿

童、老龄、残疾人和红十字等事业.扎实做好民族

宗教、外事侨务、援疆、气象、地震、人防、防灾减灾

救灾等工作,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同时,高标准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聚

焦转型出雏型的战略目标,起草形成«山西省“十四

五”规划基本思路»,并根据省委关于“十四五”规划

的建议,高标准完成“十四五”规划«纲要»起草工

作,启动编制一批省级“十四五”专项规划.

各位代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让我们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坚强

领导和监督支持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奋发

有为、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为促进全省高质量转型发展,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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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

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

—９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１　



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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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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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我省在“两转”基础

上拓展新局面的攻坚之年.一年来,在省委坚强领

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八

次、九次全会决策部署,以“示范区”“排头兵”“新高

地”三大目标为牵引,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做好

“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保持了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与此同时,全省财政部门

加力提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度减税降费,

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基本民生的支持力度,狠抓预算

执行管理和财政体制改革,财政预算稳定运行,财

政改革发展有了新的进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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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４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送省

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１９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２３４７４２亿元.预算执行中,积极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措施,部分市县调整了收入预算,调整

后的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２３１１３９亿元;支出

预算由备案的４４３８９１亿元变动为５０２２９５亿元,

主要是中央转移支付补助增加所致.

２０１９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３４７５６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６％,增长２４％.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执行４７１３１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８％,

增长１０％.

２０１９年全省预算收支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１)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 收 收 入 完 成 １７８３４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８５％,增长８４％.其中:增值税完成７１８６３亿

元,为预算的９３％,增长３７％;企业所得税完成

２７１３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５％,增长１９６％;个人

所得税完成３６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７１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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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资 源 税 完 成 ３８３０３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７１％,增长１７８％.上述四个主体税种合计完

成１４０９７９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７９％.

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５６４０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１２８％,下 降 １２８％. 其 中:专 项 收 入 完 成

１３１７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４％,下降１７％;行政

事业 性 收 费 收 入 完 成 ８９７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１６５％,增长１６％;罚没收入完成６６７６亿元,为

预算的９４１％,增长１３１％;国有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完成２２７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０１％,下

降３１９％,主要是２０１８年收入中两权价款非即期

一次性收入较多.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３９３４５亿元,为预算

的９８１％,增长８５％;国防支出执行３８亿元,为

预算的８９８％,增长２９％;公共安全支出执行

２５２２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５％,增长１６％;教育

支出执行 ６９５４７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９７８％,增 长

４１％;科学技术支出执行５７３４亿元,为预算的

８７７％,同口径增长３７％;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执行 １１１７６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９１６％,增 长

２０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７１１１６亿元,为

预算的９８７％,增长５９％;卫生健康支出执行

３６６５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３％,增长２１％;节能

环保支出执行２２７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７％,增

长３３７％,主要是大气和水污染防治、退耕还林、

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方面支出增加较多;城乡社区支

出执 行 ４８５０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７９％,增 长

３０９％,主要是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增加较多;

农林水支出执行６２５４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８％,

增长７６％;交通运输支出执行３２０６９亿元,为预

算的９７４％,增长５３７％,主要是２０１９年铁路建

设等交通基本建设支出较多;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执行８７１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６％,下降２７％;商

业服务业等支出执行１３７９亿元,为预算的８５％,

下降２７７％;金融支出执行１３８２亿元,为预算的

５５４％,下降３１９％,主要是２０１８年有拨付金控

集团资本金等一次性因素;援助其他地区支出执行

３２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６％,增长１９９％;自然资

源海 洋 气 象 等 支 出 执 行 ６９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５８％,下降１２４％;住房保障支出执行１２２５３

亿元,为预算的９２４％,下降２８％;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 执 行 １６７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０９％,下 降

０３％;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３８１９亿元,为预

算的９３９％(为２０１９年新增科目);债务付息支出

执行６８０１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６％,增长２２８％;

债务 发 行 费 用 支 出 执 行 ０４３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６２３％,下降１６２％;其他支出执行２８８８亿元,

为预算的１９％,下降６２９％.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批准后,省政府于２０１９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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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０亿元,与备案预算一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１００１４９亿元,比备案预算的１０３０６６亿元减少

２９１７亿元,减少原因主要是增加市县转移支付补

助相应减少省级支出.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０９６８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４％,下降６９％;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执行 ８４６４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４５％,增

长７３％.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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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０４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８３％,较上年增长 ９９％.其 中:增 值 税 完 成

２２４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０６％,增长３６％;企业所

得税完成 ８９２８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６５％,增 长

１７４％;个人所得税完成 １１０３ 亿元,为预算的

６１４％,下降３４１％;资源税完成２３０９６亿元,为

预算的 １０６８％,增长 １７１％;环境保护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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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４％,增长２５４％.

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１４９２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１５１％,下降４０７％,主要是２０１８年收入中包含

非即期一次性因素.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２４３２亿

元,为预算的９８％,下降５８％;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入完 成 ２９５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２２９％,增 长

１４７％,主要是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清缴以前年度

驾驶许可考试费;罚没收入完成１２３６亿元,为预

算的４９％,下降２４％;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收入 完 成 ８３６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５０％,下 降

５５４％,主要是２０１８年两权价款一次性收入较多.

(２)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３２６５亿元,为预算的

９１５％,下降３６３％,主要是税务经费保障办法调

整后省级负担经费减少;公共安全支出执行７８５６

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１％,下降４７％;教育支出执行

１１４４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８％,增长９７％;科学

技术支出执行１７７７亿元,为预算的７８５％,同口

径增长３９％,执行进度较低主要是项目储备不

足,部分专项资金未下达;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出执行１８６５亿元,为预算的８５２％,增长４２％,

主要是２０１９年新增二青会费用和青铜博物馆筹建

经费 一 次 性 因 素;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执 行

２０７１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２％,增长４２％;卫生

健康支出执行２０９１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７％,下降

１０％,主要是高校生均拨款改革后教职工医疗保险

支出不在该科目列支;节能环保支出执行２４６２亿

元,为预算的８１９％,增长９１９％,主要是新能源

汽车补贴增加较多;农林水支出执行１１１２７亿元,

为预算的９７７％,增长１６９％;交通运输支出执行

１５２６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８％,增长１０４９％,主

要是交控集团注册资本金和铁路建设资金增加;资

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执行 １３８４ 亿元,为预算的

９３３％,下降１５％;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执行１１３

亿元,为预算的６０４％,下降６５％,主要是２０１８年

支出中包括“三大板块”品牌宣传推介费一次性因

素;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执行１２１６亿元,为

预算的９３５％,增长２％;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

７５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４％,下降１１８％;债务付

息支出执行１３４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３％,增长

７６％;债务发行费用支出执行０４３亿元,为预算

的７１７％,下降１５７％.

３．中央对我省、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１７５８７８亿元,增长

７６％.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５８４６１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１７４１７亿元.

省 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１８６５７４ 亿 元,增 长

９９％.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５３４０６亿元,专项

转移支付３３１６８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 年 全 省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１８６３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１９％,增长４０３％;预

算支出执行１４５２５４亿元,为预算的８８３％,增

长３４５％.

２０１９ 年 省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４９８４亿元,为预算的８１２％,增长１２％;预算支

出 执 行 ７６５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７２３％,下 降

３９２％,主要是省级安排专项债券减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 年 全 省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６８２１亿元,增长６５７％,主要是新增省属国有企

业“腾笼换鸟”股权转让收入１９１５亿元;支出执行

６０９６亿元,增长９８３％,主要是解决国有企业“三

供一业”移交补助等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增加.其中,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３２２５亿元,比上年增收２３４９亿元;预算支出执

行２２５８亿元,比上年增支２０８３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 年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７８８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３％,增长２５％;预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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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执 行 １８２０５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２４％,增

长９４％.

２０１９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６３０８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９％,下降１４％;预算

支出 执 行 ５７８６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１２％,增

长６１％.

(五)债务情况

２０１９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新增政府债务规模

６４５亿元,其中,发行政府债券６３７４４亿元(省本

级留用１２２亿元,转贷各市５１５４４亿元),主要用

于脱贫攻坚、转型综改、汾河流域治理、棚户区改

造、三大板块旅游公路、乡村振兴、教育文化、城镇

基础设施等重点工程和民生项目建设;政府外债举

借规模７５６亿元,主要用于山西城乡水源保护和

环境改善示范项目、山西省沿黄河流域生态恢复林

业项目等.

２０１９ 年 财 政 部 批 准 我 省 发 行 再 融 资 债 券

１１９５３亿元(省本级留用３亿元,转贷各市１１６５３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当年到期政府债券,对缓解当

期政府偿债压力、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发挥了积

极作用.

２０１９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政府债务限额３８３１８

亿元,年末政府债务余额预计３５５０亿元,控制在限

额之内,政府债务率预计为５６５％,比警戒线低

４３５个百分点.

(六)落 实 省 十 三 届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预 算 决 议

情况

省财政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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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预算执行,严格预算

管理,深化财政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和资金使用效益,持续提升依法理财、科学理财

水平.

１减税降费激活力

将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的头等大事,实打实、硬碰硬地减轻企业负担.全

面落实中央降低增值税税率、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

减免、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各项减税政策,

在全国率先出台并顶格执行减征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的“六税两费”政策,同时自加压力、自选动作,

将全省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普遍降低２５％.

顶格减征地方文化事业建设费,降低国家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基金和民航发展基金等政府性基金征收

标准,减免不动产登记费、商标注册收费、易地扶贫

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下调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率.组织开展了减税降费政策实施

效果专项检查,严格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加大

违规涉企收费查处力度.全省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超过５６０亿元,力度规模为近年来最大.

２开源节流保平衡

大规模减税降费加大了预算平衡难度.省财

政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要求,提出一

揽子抓好财政收支预算管理,支持减税降费政策的

具体措施,全力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和预算稳定运

行.一是全力争取中央支持.尽最大努力向财政

部反映我省建议诉求.２０１９年,我省获得中央均

衡性转移支付４４４２亿元,增长１０１％;获得资源

枯竭城市转移支付１０４８亿元,增长２７２％;获得

阶段性财力补助２８６亿元,增长１３％,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８２５亿元,增长１６４％,

增幅均为全国第一.二是多渠道开源弥补减收.

将部分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提高省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切

实增加资金供给.三是带头过“紧日子”.在年初

压减５％的基础上,年中按不低于５％的比例再次

压减部门一般性支出,压减下来的资金全部用于支

持民生改善和重大项目建设.四是努力降低减税

降费对基层财政影响.把保刚性支出、弥补政策性

减收作为重要因素,资金分配向财力困难地区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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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影响大的地区倾斜.２０１９年省对市县均

衡性转移支付资金４６７亿元,增长１０４％;县级基

本 财 力 保 障 机 制 奖 补 资 金 ９７５ 亿 元,增 长

２０５％;阶段性财力补助２８６亿元,增长１３％,有

效增强了县级托底保障能力.

３加大力度促攻坚

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乘势而上,针对突出

问题精准施策、扎实推进.坚决防范化解政府债务

风险.建立全口径债务风险等级评定制度,每半年

对省本级和市县全口径债务风险情况测算评估,风

险等级直接通报地方党委政府.出台财政部门政

府隐性债务问责工作实施办法,压实隐性债务管理

责任.全省隐性债务化解任务超额完成,政府债务

余额控制在限额之内.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省

本级 安 排 财 政 专 项 扶 贫 资 金 ４９ 亿 元,增 长

２６６％.集中力量攻坚深度贫困,安排１０个深度

贫困县扶贫资金２０８亿元,占分配市县总量的

３８９％.进一步加大省对县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力

度,积极引导有助于脱贫的农业、教育、医疗、交通、

生态等行业部门资金向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

地区倾斜.向１０个市３７个县的１０７户企业发放

扶贫周转金２３８亿元,财政资金放大近３５倍,有

力支持了贫困地区涉农产业发展.加强扶贫资金

动态监控,开展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落实情况

评估,督促指导贫困县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支持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拨付环保资金６９亿元,助推

全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支持开展全省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出台了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资金管理办法和省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实施意见.积极支持推进汾河中上游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省对县级生态转移支

付补助范围扩大到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初步构建

起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４精准调控提质量

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和财政资金引领撬

动作用,助力提升我省经济发展质量.一是积极促

进有效投资.筹资２１０多亿元支持我省铁路、公路

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扶持和鼓励民营资本

通过 PPP模式参与市政工程、交通运输、文化旅

游、生态环保等领域建设,我省PPP入库项目总数

和投资额分别居全国第１２位和第１５位,连续三年

在全国排位前移.二是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争取中央奖补资金２７亿元,积极稳妥推进化解煤

炭、钢铁行业过剩产能.拨付新能源汽车补贴资金

２０亿元,加快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三是支

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省级企业技改资金规模达

到２５亿元,１１个市都设立了技改资金,为企业参

与重大科技专项或重点研发计划、首购首用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或重大创新产品给予补贴或奖励.

拨付资金２６亿元支持实施“三晋英才”、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和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四是着力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下达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２７亿元.针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搭建全国

领先的省级“政采智贷”平台,累计为１０２户企业发

放贷款２５亿元.对开展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

新兴产业业务,且符合条件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给予风险补偿和保费补贴.各市县接续还贷周转

资金规模达到５６３亿元,较好解决了企业资金接

续难题.五是支持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出台省属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清单和绩效评价等办法,

积极构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四梁八柱”.制

定出台«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鸟”收入收支管理实

施细则»,明确了相关产权转让收入在企业和政府

间的分配方式.继续推动解决“三供一业”和厂办

大集体国有企业改革历史遗留问题.

５千方百计保民生

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平衡压力加大的情况

下,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现实问题.一是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发展.

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１７亿元,深化农业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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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安排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重点支持有区域优势、地方特色的农业

项目.积极筹措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

促进稳定和扩大就业.认真落实国家普惠性就业

创业政策,统筹资金１９４亿元支持就业创业工作,

筹集３８７亿元用于职业技能提升,支持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三是支持

发展公平优质教育.建立全省学前教育生均公用

经费拨款制度,实现了生均拨款制度从学前教育到

高等教育的全覆盖.改革完善省属本科院校基本

支出生均拨款制度,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扩大办

学自主权.改革教育扶贫资金分配方式,确保建档

立卡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应 助 尽 助.下 达 高 校

“１３３１”工程建设资金４３亿元,并实行负面清单管

理.安排资金１亿元支持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

学率先发展.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等四所高职

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划”首批建设单位.四是加

强医疗卫生服务.继续落实取消药品加成和省级

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补助政策.安排资金

３亿元支持实施“１３６”兴医工程.五是持续加强社

会保障.城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增加

１７４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十五连

涨”.继续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财政补助标

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

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分别提高３０元和１４元,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每人每月分别提高５５元和

５７元,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补贴每人每

月分别提高２０元和４０元.妥善解决部分退役士

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未参保和中断缴费问题.

六是节俭高效举办了“二青盛会”.七是省政府确

定的８件民生实事所需资金全部保障到位.

６蹄疾步稳推改革

出台了我省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针对体制型直管县财权事

权不匹配、项目申报不顺畅等问题,进一步完善管

理措施,推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扎实落地.制

定了«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出台措施加强

和规范预算编制科学性、约束刚性和绩效性.印发

«省级财政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出台省直机关政务信息化系统运维、办公用房物业

费和维修改造等三个项目支出标准.规范了省直

机关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全面推

开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对全省财政暂付款进行全面

摸底,制定了分年度消化方案.继续开展政府综合

财务报告试点编制工作.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业务

在市级全面铺开,国库动态监控系统覆盖到所有市

县.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选取部分项目开展事前绩

效评估试点.开展预算项目绩效指标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对４７个省级重点支出项目进行跟踪监控,对

３７个财政重点支出项目和２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

重点绩效评价.全面清理和修订完善财政内控制

度,内控工作重心由“定制度”向“查漏洞”推进.

总的来看,２０１９年各项财政工作锐意进取、开

拓创新,取得了新的进展.这是省委、省政府科学决

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加强监督、有

力指导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和全省人民拼搏奋进、

攻坚克难的结果.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

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

问题.比如,财政持续稳定增收的基础并不牢固,减

税降费给预算平衡和执行带来巨大压力,财政收支

矛盾进一步加剧;预算编制科学性还不够,过“紧日

子”的意识还需进一步增强;优化支出结构的力度还

不够大,宝贵的财政资金还有浪费的现象;个别市县

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不可小视;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还面临诸多困难,等等.我们高度重视这

些问题,正在采取措施认真解决,也恳请各位代表、

委员一如既往地给予指导和支持.

二、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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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至关重要.２０１９年８月,省财

政厅向省人大常委会相关机构和部分省人大代表

汇报了省本级预算编制情况,有关意见建议已被充

分吸收并体现落实到了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中.

(一)２０２０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收入预算实事求是,既充分考虑减税降费

政策翘尾、跨期结转税款减少等因素对财政收入的

影响,又打实打足收入,不虚列空转收入、人为平衡

预算.二是支出预算更加注重落实“紧日子、保基

本、调结构、保战略”的总体要求,继续压缩一般性

支出和“三公”经费;继续实施“零基预算”,加大支

出结构调整力度,切实兜牢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

民生底线.三是硬化预算约束.年度预算执行中,

原则上不追加预算,确需追加的,按程序报批.四

是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积极争取更多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

内需.加大对打赢三大攻坚战、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等重大项目和铁路、高

速公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五是

筑牢底线,有效防控财政风险.积极化解隐性债务

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处理“三保”支

出与化解隐性债务、消化暂付款的关系,债务高风

险市县除“三保”等必要支出外,要采取措施安排好

还债支出.六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把钱花在

刀刃上,鼓励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项目预算必

须设定绩效目标,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结

果运用,政策到期及一次性支出一律取消、低效无

效支出一律削减、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

(二)２０２０年收支预算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３９４７亿元,

比２０１９年完成数增长２％.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预期增速设定在２％,主要考虑去年年中开始实

施的减税降费政策会在今年前４个月形成翘尾减

收影响,加之今年跨期结转税款减少、矿业权转让

收益减少等减收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２０２０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４６３１亿元,

比２０１９年向省人大常委会备案的预算同口径增长

４７％(系剔除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数、中央

地方政府债券提前下达数、上年结转数后的同口径

比较,下同).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３８２４７亿元,增长３９％;国防支出３６３

亿元,增长４２％;公共安全支出２３３３６亿元,增

长４％;教育支出６７７６１亿元,增长５１％;科学技

术支出６３７１亿元,增长５３％;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１００３８亿元,增长４６％;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 出 ６６５２２ 亿 元,增 长 ５％;卫 生 健 康 支 出

３３５３亿元,增长５２％;节能环保支出２００４３亿

元,增长５３％;城乡社区支出３２１１６亿元,增长

４４％;农林水支出５３１４７亿元,增长５１％;交通

运输支出２３２２９亿元,增长４３％;资源勘探工业

信息等支出８８３６亿元,增长４２％;商业服务业

等支出８８１亿元,增长４５％;金融支出１７０８亿

元,增长４６％;援助其他地区支出３１６亿元,增

长７１％;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５１２亿元,增

长４４％;住房保障支出７４０６亿元,增长４５％;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４３６亿元,增长４１％;灾害

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２９亿元,增长４２％;预备费

５６１２亿元,增长４５％;债务付息支出７６６６亿

元,增长９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０７亿元,增长

１６７％;其他支出２９６５７亿元,增长２３％.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１１亿元,

增长 ０２％.其 中:税 收 收 入 ５８０ 亿 元,增 长

３５％;非税收入１３１亿元,下降１２２％.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３００５亿

元,同口径(下同)增长６９％.资金来源为:省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１１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

县上解收入１７６９２２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２９２６亿元,债务收入１７３亿元,调入资金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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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补助市县及债务转贷、债务

还本等支出１８９２８３亿元.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

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３３０７亿元,增长２１％,

主要是信息网络运行维护费项目统一划转至省行

政审批局管理,以及人口普查经费等增加;公共安

全支出８５５５亿元,增长８７％;教育支出１２０７５

亿元,增长２８７％,主要是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省

属院校生均拨款改革经费、农科院农大合署改革经

费,以及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等增加;科学技术

支出２４１６亿元,增长１７７％,主要是新增“１１１”

工程项目资金;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９０７亿

元,增长１３１％,主要是新增文旅集团注册资本

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０３３２亿元,增长９％;

卫生健康支出２０７２亿元,增长１４８％,主要是新

增中医药强省建设资金;节能环保支出５７６２亿

元,增长１８３％,主要是汾河生态供水水费补贴、

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金和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改善奖惩资金等增加;农林水支出８５０１

亿元,增长９２％;交通运输支出１０５８３亿元,增

长１８９％,主要是中央补助地方车购税支出增加

较多;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５３７亿元,增长

７１％;住房保障支出２４８亿元,增长４８５％,主

要是住房货币化补贴增加;预备费１５亿元.

２０２０年省级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３４９亿元,较２０１９年预算减少０１１亿元,下降

３％.其中:因公出国 (境)经 费 ０４ 亿 元,减 少

００１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５２亿元,减少００７亿

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２５７亿元(其中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２０７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０５亿元),减少００３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２２５７亿

元,下降２２２％,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预算减少;预算支出１０８４４２亿元,下降４５％.

２０２０ 年 省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总 计

２４３４２亿元,其中省本级收入６５５４亿元,中央补

助和市县上解收入及调入资金１７８８亿元,专项债

务收入１６０亿元.省级收入主要项目为: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４１９３亿元,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金２０６亿元,彩票公益金７５１亿元,车辆通行费

７２７亿元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政府性

基金 支 出 总 计 ２４３４２ 亿 元,其 中 省 本 级 支 出

１０７３４亿元,补助市县支出１５２６亿元,债务转贷

支出１２０８２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２０２７

亿元,增长７６３％,其中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鸟”

股权转让收入１００亿元;预算支出８５７２亿元,增

长８７２％,主要是省属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收入增

加,相应安排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及支持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等方面支出较多.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１０８

亿元,其中省属国有企业“腾笼换鸟”股权转让收入

１００亿元;预算支出１１０８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

５６５６亿元,补助市县支出２１亿元,全部用于解决

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支出;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资金３３２４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９０７８９

亿元,预算支出１９９４５１亿元,收支缺口８６６２亿

元通过历年的基金结余弥补.

２０２０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３０４３

亿元,预算支出１１４７２６亿元,收支缺口１１６８３亿

元通过历年的基金结余弥补.

三、完成２０２０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认真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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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坚定贯彻“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体思路和

要求,提质增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巩固和拓展

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

高资金配置效率,有力保证高质量转型发展重点工

作;坚持过“紧日子”思想,严把预算支出关口,坚决

压缩一般性支出,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努力提升财政治理效能,确保“十

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具体来讲,就是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凝心聚力做好以下

五方面工作.

(一)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确保预算稳

定运行

努力实现多渠道开源.大力争取中央支持,加

强与财政部的沟通对接,会同主管部门将更多项目

列入国家部委计划.抓住中央大幅增加地方政府

债券特别是专项债券的机遇,争取更多中央债券资

金支持我省经济建设.强化收入征管,联合税务部

门堵塞税收征管漏洞,提高税收征管效能,防止“跑

冒滴漏”.主动挖潜增收,通过加快扫黑除恶罚没

收入入库、推进国有企业“腾笼换鸟”产权转让、加

大重点企业两权价款清欠收缴力度、盘活长期低效

运转和闲置的存量资产等方式,弥补财政收入.

扎实做好财政节支工作.要坚持执守简朴、力

戒浮华,所有支出都要明确标准、精打细算,勤俭办

一切事业.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行政事业单

位开支,严控“三公”经费.大力硬化预算约束,严

格执行审查批准的预算,从严控制预算调剂事项.

预算执行中,要把“不追加作为原则,追加作为例

外”,除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外,不开新

的支出口子.要加强预算管理,将支出不符合进度

要求的预算资金统筹调整用于亟需资金支持的项

目.对不具备实施条件、项目进展缓慢以及预计难

以支出的项目,一律收回用于平衡预算.进一步完

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大对市县转移支付力

度,支持基层和困难地方做好“三保”工作.

(二)提质增效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推动高质量

转型

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按照国家部署,不折

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

负担.认真落实涉企收费清单制度,严肃查处政策

执行不力、增加企业负担、损害群众利益等行为,发

挥好减税降费政策效应.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筹措基建资金与争取中

央预算内投资“双发力”,支持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

建设.加大对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重点支持雄忻、集大原高速铁路项目建设,推进三

大板块旅游公路建设,力争武宿国际机场改扩建年

内开工.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引导

民营资本广泛参与,加快项目融资落地.在合规前

提下用足用好用活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形成对经济

的有效拉动.

支持打造创新生态.用好新动能专项资金,除

继续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外,支持启动实施“１１１”工

程.支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安排山西能源科

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持能源革命科技重大专项、中试

和平台基地建设.安排资金１１亿元支持开发区提

质升级.实施对“智创城”和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建

设的财政激励政策.试点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

改革,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支持实施

我省人才支持计划,扎实推进我省引进院士等高精

尖缺人才工作.

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运营

管理,进一步优化产业基金运作,切实发挥基金的

引导作用,支持钢铁、焦化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推

动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灵活

用好财政补贴、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财政政策工

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产业转型和５G、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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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块链等高端战略产业.安排资金２０亿元支

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加大产业双聚区和标准化厂

房建设,着力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特色产业、

服务业发展新高地.

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全面履行国有金融资本

出资人职责.进一步加强省级财政对省属政府性

融资担保公司的支持力度,增加资本金规模,完善

风险分担机制,促进提升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深

入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体制改革,支持我省转型

支柱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做好企业分离办社会职

能收尾工作,基本完成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稳妥推动厂办大集体改革.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综合运用税收优惠、融资

增信、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发挥好政府性

融资担保政策功能,用好民营企业纾困基金、应急

还贷资金等个性化金融服务,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导向作用,使用信息化手

段营造最优营商环境.

(三)持续推进三大攻坚战,补齐发展短板

全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对政府债务

项目的绩效管理,提升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健全规

范举债融资机制,严格落实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

理要求,全额度编制债券还本付息预算,积极调缴专

项收入,发行再融资债券,确保债券本息如期偿还.

严格落实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全口径债务风险预警

机制,贯彻执行应急处置机制和风险处置预案,特别

是对重点领域和高风险地区实施重点监控,分类分

批压减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强

化违规举债责任追究,联合审计、金融监管等部门加

大抽查核查力度,做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决战完胜脱贫攻坚战.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任务,继续加大脱贫攻坚投入力度,不折不

扣完成剩余脱贫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继续推

动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提高贫困县自主安排统筹

使用资金的能力.全面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强

化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项目实施效果.严

格落实“四个不摘”重大要求,完善产业就业带贫利

益联结,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兼顾和

统筹解决脱贫难度大的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突出

问题.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支持打赢蓝天保卫战,

扎实做好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加强

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管控治理.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加强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

设.落实好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推

进省内流域上下游实行横向生态补偿.支持实施

“两山七河”生态修复治理,重点加快汾河流域生态

保护,全面消除汾河流域劣 V类国考断面,提升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水平.

(四)关心群众切身利益,兜牢兜实民生底线

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２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３亿元.抓好农田水利建设

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稳定粮食生产.支持发展有机

旱作农业,加快推进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

制度改革.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支持

农村“厕所革命”,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

认真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保障就业资金持续

稳定投入,加大对创业工作的投入力度,支持做好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对就业困难人员托底帮扶,实

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加强援企稳岗,将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在岗培训补贴等政策到期后再延长一

年.全面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进一步强化产教

融合、供需对接,实行订单式、菜单式培养,推动实

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支持发展公平高质量教育.财政教育投入进

一步向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教师队伍、薄弱环节、高

水平发展倾斜.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加快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支持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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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积极支持增加普惠性学前

教育资源供给.完成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改革.

继续支持实施高校“１３３１”工程,推动我省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特色发展.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研究

探索与县域一体化改革相配套的财政管理体制,在

全省范围内推广省级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补

助政策.支持“１３６”兴医工程,加快区域医疗中心、

中医振兴计划等项目建设,全面提升医疗质量水平.

持续加强社会保障.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

稳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全面实施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加快推进工伤保险省

级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

病保险制度.做好社会救助兜底工作,支持完善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适

时调整城乡低保等困难群众救助补助标准.继续

做好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通过建设补贴、运营

补贴、民办公助、公建民营、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全力支

持办好１０件民生实事.

(五)持续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完善现代财政制度

积极完善财税体制.做好资源税地方立法工

作.深入推进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修订完善我省医疗卫生领域相关资金管

理办法.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交通运输领域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总结省直管县财政管

理体制改革试点经验,创优转型综改示范区财税体

制环境.

加快推进财政法治建设.将加强财政法治建

设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坚持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牢固树立预算法治

意识,全面落实预算法,自觉接受人大依法开展预

算监督,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持续提升依法理

财水平.深化财政领域“放管服效”改革,助力优化

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入推进项目支出定额

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公务用车租赁、办公用房

专用设备运行等项目支出标准,强化项目支出定额

标准应用,提升项目支出的科学化水平.进一步完

善项目库建设,做好项目储备,缩短准备期,从源头

解决“资金等项目”的问题.加强项目预算评审,严

格项目入库管理.深化财政国库管理改革,有序推

进资金支出与政府采购、国库现金管理的有效衔

接.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严格规范资金支付和

清算业务,加强预算执行和财政资金安全管理.加

快构建优质、优价、优效的现代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导向,对新

出台的重大政策、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将评估

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重要参考.扩大绩效目标编

报范围,积极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试点,绩效目

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提升绩效目标约束力.做

实绩效运行监控,做深绩效自评和重点评价,健全

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整改制度,评价结果与预算安

排和政策调整挂钩,硬化绩效约束.力争年底前省

级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努力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持续强化财政监督管理.深化公共财政支出

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发挥财政监督在完善预

算管理中的作用,大力推进预决算公开规范化、常

态化、制度化.健全完善专项检查机制,聚焦重点

行业和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处理力度.进一步

完善和落实财政内控制度.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０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我们将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

坚强领导和监督支持下,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

和基本民生的支持力度,扎实做好财政预算各项工

作,为我省“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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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郭迎光副

主任所作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０年工作总

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

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认真落实省委

十一届历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

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紧

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真抓实干、担

当进取,在巩固、深化、完善、提升中推动人大各项

工作上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起、高标

准保护、高品质生活,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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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郭迎光

各位代表:

现在,我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坚强领导下,

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对

地方人大工作的重要指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的决策部

署,为我省转型综改和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

贡献.

一、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坚决扛起以法

治方式落实中央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

坚守初心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

常委会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体要

求和目标任务,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一体推进,党员干部经受了一次思想淬炼、

政治历练和实践锻炼.突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组织党员干部

精读规定书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三篇光辉文

献”,及时跟进学习贯彻最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联

系新中国成立７０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以及我省发生的重大转折,深刻感受

真理光芒和实践伟力,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作为履职必修课,建立常态化学习机制,

分专题组织学习交流,确定课题开展理论研究,召

开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座谈会暨第二

次交流会,在学用中增强制度自信、找准职责定位、

把握工作规律,自觉把对党负责、为民尽责、依法履

责融入立法、监督等法治实践.

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人大工作全过程

和各方面.专门安排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中央加

强政治建设的意见和组成人员守则,举办专题讲

座,强化政治自觉.在常委会会议期间设立临时党

支部、党小组,更好地保证省委决策贯彻落实.修

改常委会党组工作规则,进一步明确向省委请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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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范围和内容,首次将年度工作要点、监督计划

报省委研究,提请省委研究批转常委会党组加强全

省人大立法工作的意见;完善常委会会议重要议题

党组事先讨论决定机制,把党组发挥领导作用与常

委会依法履职统一起来.

一年来,常委会突出立法支持保障改革攻坚和

经济社会发展,审议通过法规２０件,其中制定８

件、修改８件、废止４件.审查批准设区的市法规

６５件,审查规范性文件３６件,维护了国家法制统

一.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

开展监督,听取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１３项,开展执法检查７次.

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０３人次,组织１０批

宪法宣誓,确保了中央及省委人事安排意图顺利实

现.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决议决定４

项.党中央赋予我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重大

使命后,常委会及时听取审议相关报告、作出支持

保障决定,使党的决策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全省人民

的共同意志,为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贡献

力量.

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常委会

坚持把转型综改立法作为重中之重,充分认识山西

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形势任务,认真总结立法

支持开发区改革创新经验,明确以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条例为统领,若干改革领域法规相配套的“１＋

X”转型综改立法思路,并以坐不住、不能等的紧迫

感扎实推进.一年来,制定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

定,固化改革举措,取消“图审”环节,建立“容错”机

制,打包修改与该规定不适应的４件法规,为深化

改革拔钉清障;审议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草

案、经济林发展条例草案,修订行政执法条例、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开展大数据发展应用、健康养

老、中小企业发展等立法调研,转型综改立法取得

重要突破.全国人大将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４０周年宣传活动首站放在山西,组织中央媒体对

我省立法精准服务改革进行了集中报道.提请本

次大会审议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严格贯彻上

位法精神、全面总结我省改革经验、充分借鉴先进

地区做法,常委会已三次审议.相信经过全体代表

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圆满完成这项立法任务.

立法保护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人

大的重要责任.常委会坚持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

密的法治保护大自然馈赠的表里河山,在２０１８年

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基础上,制定水污染防治条

例、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明确防治目标、严格地方标

准、实行风险管控,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为了推动绿色发展,制定促进雁门关农牧交错

带发展条例;深入调研吕梁山区生态脆弱与贫困交

织问题,就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分６个

课题研究论证,为今年作出决定做好了准备.山西

红色文化遗址丰富厚重,我们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

出台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为传承红色基

因、守护精神家园提供制度保障.这也是我省继哲

学社会科学普及条例出台后,又一件直接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法规.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切实加强社会治理

和民生领域立法.适应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制定警

务辅助人员条例、修订志愿服务条例、修正消防条

例、审议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回应人民群众关

切,将高等教育法实施办法由修正改为修订,对法

规进行全面系统地补充和完善,已经两次审议.着

眼立法更加精准精细解决问题,积极探索社会治理

和民生领域“小切口”立法,围绕居家养老、反家庭

暴力、禁毒等方面开展立法调研,为制定法规夯实

基础.

为了保证立法质量,我们进一步完善党委领

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

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面对

立法分量更重、节奏更快、要求更高的形势,加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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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协调、注重各方配合,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法

规的起草,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关委员会牵头,政府

相关部门、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形成合

力;考虑到改革领域立法大都涉及体制机制创新,

建立人大、政府分管领导“双组长制”,协调解决立

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保证创制性立法“不抵触、有

特色、可操作”,在北京召开论证会,就政策性、专业

性问题邀请立法专家和实务工作者问诊把脉;根据

实践提出的问题和立法需求,提前半年开展下一年

度法规立项调研,既解决“立什么”,又解决“怎么

立”,将立法决策和制度设计建立在扎实调研的基

础上.建立重要法规新闻发布制度,加强解读阐

释,推动深入人心.

三、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聚焦聚力服务

大局

牢牢把握监督工作的定位和原则,在省委领导

下,把依法监督与有效支持统一起来.法律明确每

年听取审议的计划、预决算、审计、环保等报告,在

增强实效上下功夫.深化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

改革,组织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对预算编制提出意

见建议,加快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和应用.回应

社会关注,对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

改情况进行“回头看”,推动问题整改到位.每年第

一季度听取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报告形成制度,去年还就上一年度整改工作

进行了满意度测评.继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报告机制,听取审议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

报告.

聚焦转型发展、民生改善和群众关注的突出问

题,听取审议４个专项报告.围绕打造“六最”营商

环境,听取审议“放管服效”改革情况报告并进行专

题询问,从应放尽放、创新方式、改进服务等方面提

出建议,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

评,支持和促进我省营商环境进入全国前列.着眼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听取审议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报

告,推动解决融资难、用地难等问题,营造公平发展

环境.聚焦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听取审议全省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报告,组成人员充分肯定脱贫攻坚取

得的显著成绩,强调要压实责任、一鼓作气,确保如

期打赢这场攻坚战.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是检察机

关的新增职能,也是一项新生事物,常委会听取审

议这个方面的报告,支持和促进检察机关当好“公

益代言人”.同时,对２０１８年环保执法检查、省政

府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等报告及审议意见落实

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持续推动落实.

执法检查是人大的法定监督形式.常委会紧盯

法律责任落实,开展了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旅

游、老年人权益保障、科学技术普及４个方面法律法

规的执法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检

查是“一抓三年”的第二年,重点围绕推动汾河入黄口

断面退出劣V类提出建议,依法推动汾河流域治理攻

坚.其余３项采取联合的方式进行,统一工作方案、

统一时间组织、统筹检查地点,一次会议听取三方面

汇报,既保证了监督实效,又减轻了有关部门和基层

的负担,受到各方面的肯定.

全国人大委托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水污染防治

法、可再生能源法３项执法检查,按照要求严格组

织,并对我省有关配套法规同步检查.水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首次引入第三方评估,增强了执法检查

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在抓好执法检查的同时,还开展了通信设施建

设与保护条例、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巩固

“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等执法调研.这些调研程

序简便、方法灵活,直接深入一线掌握情况,既推动

了法律法规实施,也为开展执法检查和修改法规提

供了依据.

四、尊重代表主体地位,支持保证代表依法

履职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保证代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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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履职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常委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工作的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要求,从发挥国家根

本政治制度优势的高度认识和改进代表工作,紧锣

密鼓地抓了一些重点事项.

为了全面系统提升代表履职能力,在完成基础

知识培训的基础上,分３期在南开大学组织专业知

识学习班,重点学习审议法规、报告的方式方法,了

解掌握计划预算审查,监察、审判、检察相关知识,

省“两院”主要负责同志专题介绍情况,有效提高了

代表的审议能力,提高了代表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

的能力.学习期间集体瞻仰周恩来纪念馆,坚定理

想信念、锤炼政治品格,强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

奉献一切的事业追求.

着眼加强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常委会出台

全省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意见,召开会议部署、跟

进推动落实;市县乡人大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通过

与乡镇其他机构共建、共用场地,实现了乡镇(街

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全覆盖.各市和省直机关主要

领导中的人大代表带头进站,五级人大代表带着责

任、带着使命倾听民声、收集民意,代表与人民群众

的联系更加密切,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优势得到

更好发挥.

坚持为代表服务的思想,积极做好代表参加专

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的组织协调工作,坚持与列席常

委会会议的代表座谈.深化“三晋人大代表采风

行”.积极办理代表转递信访事项,依法受理群众

来信来访.健全代表履职经费保障机制,增加代表

活动经费,发放通讯交通补贴,提高无固定工资收

入代表履职补贴,为代表执行职务创造条件、提供

支持.

申纪兰代表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后,我们在全

省各级人大代表中开展“向申纪兰学习、做人民好

代表”活动.常委会党组制定意见作出部署、在西

沟举办五级代表座谈会、召开推进会、组织巡回报

告会,号召全省人大代表见贤思齐、争做先锋,用实

际行动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

庄严承诺.

审议代表议案、办理代表建议是国家机关的法

定职责.这里我向各位代表汇报议案建议办理情

况.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们以高度的

主人翁意识,认真行使管理国家事务权力,提出的

许多议案建议与全省中心工作高度契合、密切相

关.大会主席团交付的２７件议案,涉及监督的１

项已经完成;涉及立法的２６个,５个已经出台,１个

已提请审议,９个列入规划计划,其余作为重要参

考.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省政府实行

领导领办、部门承办、跟踪督办,多次召开会议研究

办理事项.承办的９４８件建议中,得到解决或正在

解决的占６５％,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占２９％;１０

件重点建议纳入“１３７１０”督办系统.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人民检察院把办理代表建议与推动全面工作

结合起来,积极完善工作机制,办理质量进一步提

高.去年代表建议办理还有一项改进,就是开通了

“人大代表建议直通车”,建设晋西北马铃薯种植基

地等９件事关全省大局和群众关切的具体实事,省

政府领导同志直接办理,有力推动了相关工作.

各位代表,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必须按照党

中央关于人大要建成“工作机关、代表机关”的要

求,加强自身建设.一年来,常委会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健全分党组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制度,召开常委会和机关党建

工作会议,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规

程,成立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临时党支部,坚决

彻底肃清张茂才流毒,开展警示教育,持续保持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注重发挥各委员会作用,加强

新设立的社会建设委员会和更名后的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建设,充实代表服务机构工作力量,优化专

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处室职能,进一步提升服务

保障水平.继续加强能力建设,完善常委会组成人

—５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１　



员集体学习制度,加强宪法法律知识学习;举办全

省人大立法骨干培训班,邀请全国人大立法专家授

课;组织１０期法治讲堂,举办８个专题培训研讨

班,各机构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岗位练兵,人大工作

与理论研究会积极发挥作用,干部队伍能力素质全

面提升.落实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发挥政

策最大最优效应,干部队伍精神更加振奋.大力倡

导务实新风,扎实开展“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

论,对标一流、争创佳绩.坚决纠正“四风”,集中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没有实质性内容会议一律

不开、大幅减少领导活动和程序性报道、彻底叫停

一般性调研,把“基层减负年”落到实处.加强对市

县乡人大工作指导,召开省市人大主任座谈会、秘

书长工作交流会、立法工作座谈会,出台意见推进

立法协同,全省人大工作“一盘棋”整体效应持续放

大.加强与外国议会的交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宣介山西改革发展成就,增进认同、扩大影响.

各位代表! 过去一年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

是省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代表、常委会组

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机关工作人

员辛勤工作的结果,是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密切配合的结果,

是市县乡人大协同努力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大力支

持的结果.广大代表坚持党的领导,牢记人民重

托,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依法履职中担当尽

责,为常委会完成工作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在

此,我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向各位代表和所有关心

支持人大工作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

感谢!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常委会工作与新时代的

要求还有不适应的地方,与人大代表的期待还有一

定差距,主要是:在立法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

高的新形势下,立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需要进一步

增强;监督的方法需要持续改进,推动法律法规实

施的任务还很重,监督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代

表工作需要拓展和深化,联络站运行还需要规范,

群众反映意见建议的办理机制还需完善,代表议案

建议还需按照“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的要求进

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本领与高标

准完成工作任务尚不完全适应,需要进一步创造条

件、加强培养.所有这些,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切

实予以改进.

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之年.

做好今年常委会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

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

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

路和要求,依法履职、担当进取,在巩固、深化、完

善、提升中推动人大各项工作上水平.

一、理论武装要更加注重学深悟透、学以致用,

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通过举办专题学习班、党组织书记讲党课、

主题党日活动等方式,系统学、深入学、跟进学,巩

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建立长效

机制,不断提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干部的政治

站位和理论水平,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

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不断充实学习内

容,丰富学习形式,召开第三次学用交流会.认真

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人大工作的部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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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省委任务分工,做好贯彻落实工作,通过履行人

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法定职责,不断将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立法工作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体现特色,

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和民生改善.

聚焦转型综改持续发力,继续审议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条例草案、经济林发展条例草案,制定知识产

权保护条例、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条例、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标准化条例,修订

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加上已经出台的开发区

条例等法规,基本形成“１＋X”转型综改法规制度

框架,为我省走好转型综改金光大道提供法治保

障、尽到人大责任.

继续加大保护性立法力度,制定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条例,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条例

一起,构建起以环境保护条例为统领,立体管控生

态环境保护法治网.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就加快吕梁

山区生态修复保护、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作出

决定;认真总结现行汾河保护三件法规实施情况,

就制定汾河保护综合性法规开展立法调研;指导相

关市人大围绕“七河”生态保护开展协同立法调研.

为保护“山西老陈醋”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陈

醋品牌保护条例.

把社会治理和民生领域“小切口”立法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我省县域综合医改创造了“山西模

式”.今年将制定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促进条

例,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

众.继续审议高等教育法实施办法修订草案、宗教

事务条例修订草案,制定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家庭

暴力处置办法,修订禁毒条例.完善拓展基层立法

联系点,聚民智、汇民意,力求每一项立法都能反映

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坚持立改废并举,系统开展法规清理工作.健

全完善常委会自身建设法规,打包修正机构改革职

责调整相关法规,集中修正与中央有关政策和上位

法不相适应的法规,论证废止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法规,不断提升我省地方性法规整体质量.

三、监督工作要更加注重拓展深度、增强实效,

以务实的举措推动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和法律法规有效实施.认真做好经常性监督,听取

审议计划、预决算、审计、国有资产、环保等报告,要

在提高审议质量、加强跟踪监督上用力.继续深化

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引入第三方对部分重

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研究出台

国有资产监督办法,对国有资产监督的内容、方式

和程序等工作进行规范.同时,要围绕大局、贴近

民生、突出重点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今年首先

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为重

点,听取审议转型综改情况报告,推动全社会共同

唱响将转型综改进行到底的主旋律.结合作出加

快吕梁山区生态修复保护、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决定,听取审议在“一个战场”打赢脱贫攻坚和生

态治理“两场战役”情况报告.围绕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听取审议科技创新情况报告.加强对司法工

作的监督,听取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

工作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情况报告.围绕地方政府债务、晋中地区古建筑

群、农村养老、农产品十大产业集群、建筑节能与绿

色发展等进行专题调研,深入了解情况、提出意见

建议.

充分发挥执法检查“法律巡视”监督利剑作用,

坚持稳定数量、提高质量、注重实效.检查开发区

条例实施情况,同步检查开发区扩权决定、承诺制

规定相关条款,并开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推

动开发区建设提质升级.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

革促进条例出台后即着手检查,以加强宣传、推动

实施.继续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

施情况.全国人大委托的执法检查,纳入年度监督

计划,一并检查我省配套法规,检查情况按要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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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报告,同时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

为了使更多的法规活起来、落下去,探索开展

委托检查和部门自查,深化执法调研.针对特定区

域法规的执法检查采取委托的方式,今年委托大同

市、朔州市人大常委会对促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发

展条例开展执法检查,委托晋中市人大常委会对平

遥古城保护条例开展执法检查.部门自查就是由

法律法规实施主体开展自查并向人大报告情况,今

年先从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义务教育、残疾人保障

法律法规开始.对法律援助条例、就业促进法律法

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

调研,对旅游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落

实情况跟踪监督,多措并举推动法律法规牙齿有力

“咬合”.

四、代表工作要更加注重创新方式、完善机制,

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支持保障代表履职.引深“向申

纪兰学习、做人民好代表”活动,继续组织巡回报告

会,并通过信息化等手段实现五级人大代表全覆

盖;发挥西沟全省人大代表教育基地作用,组织代

表对标先进找差距,真正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扎根群

众、为民代言、依法履职上;开展履职优秀人大代表

评选活动,推动涌现出更多的申纪兰式好代表,让

“纪兰精神”代代相传.

完善常委会联系代表制度,坚持邀请基层代表

列席常委会会议,与列席代表座谈形成制度,建立

法规草案有针对性征求相关领域代表意见制度,升

级完善代表履职服务平台功能.密切代表与人民

群众的联系,继续开展代表视察调研,支持和鼓励

各选举单位组织代表省内跨市调研,制定代表联络

站运行规范,完善群众提出问题解决机制,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加大代表议案建议工作力度.继续围绕提出

高质量议案建议加强代表培训,重点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

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精神,并组织经验交流,帮助

代表更好把握省情、表达民意.同时,编印代表履

职知识手册、建立代表提出建议前与部门沟通机

制,为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搞好服务.结合重新制定

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代表建议提出和处

理办法,完善议案建议交办协调机制,建立议案办

理机构负责同志与代表直接沟通机制、建议答复承

诺解决事项台帐管理机制,压实办理责任、推动刚

性落实.按照“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要求,开

展优秀议案建议、先进办理单位评选活动,以“双

评”促“双高”.

各位代表,今年代表工作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适应新的形势任务,修订代表法实施办法,连

同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建议提出和处理办法

两件法规一并提请明年的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完

善代表工作的三件法规,保证代表权利,加强议案

建议办理,推动代表工作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代

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共同把法规制定

好、修改好、实施好.

各位代表,打铁必须自身硬.我们将继续在建

设“工作机关、代表机关”上持续用力.坚持党领导

人大工作的各项制度,完善推动中央及省委重大决

策落实机制,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支

持纪检监察组履行监督职责.大兴学习之风,把学

习贯彻宪法法律与学习贯彻省委重大部署结合起

来,办好“法治讲堂”,开展岗位练兵,建好学习平

台,多渠道选拔法治专业人才,全面提升依法服务

大局能力.加强人大制度研究宣传,发挥人大工作

与理论研究会作用,办好«人民代表报»«山西人大»

等报刊,讲好人大故事.做好全国地方立法座谈会

承办工作,加强工作交流.继续弘扬务实新风,倡

导“踱方步、冷思考”,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多做一

些对山西人民有益的事情.加快建设“智慧人大”,

提升工作效能.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省

委实施细则,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坚决反对一切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为基层减负不松劲,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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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更接地气、更富实效.

我们要继续坚持全省人大“一盘棋”的思想,深

入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

的部署,及时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做好县乡人

大换届选举调研工作.全省立法工作座谈会、代表

工作座谈会、省市人大秘书长工作交流会形成制

度、每年一次,逐步建立起上下沟通、协同联动的工

作机制.

各位代表! 我省已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光明

前景催人奋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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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山西省委坚强

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真

抓实干、担当进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

起、高标准保护、高品质生活,确保“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

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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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孙洪山院长所作的«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高

级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２０２０

年工作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三篇光辉文献”,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历次全会和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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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

路和要求,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实施全省法

院队伍素能、司法质效三年工程,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

责任务,以更高的站位、更严的标准、更大的作为奋

力开创全省法院工作新局面,为确保“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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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孙洪山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

志提出意见.

２０１９年,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的坚强领导、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和最高人民法院的

正确指导下,坚决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及省委决策部

署,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努力

推动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山西篇章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

保障.

一、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初心,认真践行公正司

法使命

全省法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

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使命,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全

年共受理各类案件５０４８０６件,审执结４８５３７６件,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１０５７％ 和 １２２７％;结 案 率

９６１５％,位居全国第４,同比增长１４６个百分点;

案件结收比达 １００９５％,法官人均结案 １４２３８

件,有１７个法院人均结案超过２２０件,太原市小店

区法院人均结案达３７９１６件.

(一)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打击各类犯罪,

全力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审结各类刑事案件

４３８７８件.

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铁案标准,

确保打准打狠;着力健全机制,推动快审快判;实行

专案专班,强化“打财断血”;坚持深挖彻查,全力

“打伞破网”.一审审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６７件９５４人、恶势力犯罪案件６１８件３０３５人,对

９８３名被告人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２００３名黑恶

势力犯罪分子被判处财产刑,陈鸿志、朱强、任爱军

等一批民愤极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被依法严惩.全省法院涉黑恶案件综合审判

质效位列全国第４,省高院被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评为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

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坚

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依法审理颠覆国家政权、间

谍等犯罪案件５件,审结邪教组织等犯罪案件４９

件,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审结故意

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１０７３件,判

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１４３人,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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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审结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套路贷”等涉众型

经济犯罪案件５３１件,妥善审结受害群众近千人、

涉案金额６４亿的山西华盛公司集资诈骗案,全力

维护人民群众财产权益;积极参与新时代禁毒人民

战争,审结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案件２０００件,

依法严惩了涉案毒品达９１公斤的宋毅等１９人贩

卖毒品团伙,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案件从严惩处的

高压态势.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大力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充分保障

被告人权利.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

等原则理念,依法宣告６１名被告人无罪.严谨细

致做好特赦案件裁判工作,在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前夕依法裁定特赦服刑罪犯１６２人,切实做到“不

错放一个、不漏赦一个”.严格依法适用减刑、假

释,对涉及职务、金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服刑人

员从严掌握减刑标准、幅度、程序,对确有错误的减

刑、假释及时依法纠正,对７６５４名确有悔改表现的

罪犯依法减刑、假释,对８１７１名情节轻微的初犯、

偶犯、未成年犯依法适用缓刑、拘役、管制,促进刑

罚的教育、改造、感化、挽救功能全面发挥.

(二)加强民商事审判工作,依法化解社会矛

盾,维 护 各 类 主 体 合 法 权 益,审 结 民 商 事 案 件

２８０２４４件.

重和谐,稳妥处理民事纠纷.坚持法治与德治

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出台«家事案件审理改革指导意见»,妥

善处理家庭矛盾纠纷,以调解方式审结婚姻、赡养、

抚养、继承等家事案件１５５４７件,依法保障未成年

人、妇女、老年人合法权益,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依法审理涉民生案件,审结劳动争

议、食品药品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事故人身

损害赔偿等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案件７７０９

件,坚决保障老百姓民生福祉.依法审结涉军维权

案件１５７件,支持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

重规则,依法审理商事案件.重视发挥司法裁

判对市场秩序的评价、规范作用,引导各类市场主

体树立规则意识,促进诚实守信、公平竞争、规范经

营.审结股东出资、股权转让等涉公司案件６９５９

件,促进市场要素有序流动.审结建设工程、房屋

买卖等纠纷案件１１８９０件,促进工程建设行业和房

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依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等不

正当竞争行为,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

重保护,坚决维护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强化

知名品牌保护,开展“宁化府”“沁州黄”等特色知名

品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专题调研,对加强老字号、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提出意见建议.审结商标恶意

抢注、攀附、仿冒等侵权案件７２件.落实知识产权

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着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

成本高的难题,审结知识产权案件１６２７件.省高

院审理的一起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判处侵权赔偿

和惩罚性赔偿共计１０８０万元;壶关县法院审理的

“圣城家园网”侵犯著作权案,判处朱某有期徒刑三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８１万元,该案入选国家版权局

“剑网２０１９”专项行动十大案件.

(三)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

依法履行职责,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审

结各 类 行 政 案 件 ８３２６ 件,审 查 行 政 非 诉 案 件

３１３３件.

坚持调判并重,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严

格落实合法性审查原则,注重依法裁判和协调化解

相结合,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合法自愿的前提

下,依法开展协调和解工作,全年以和解撤诉方式

结案６４９件,是２０１８年的２９４倍.

延伸审判职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系统

分析审结的１１９件涉征地拆迁行政案件,总结行政

机关在征收拆迁行政执法领域和应诉中存在的问

题,专题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提出改进依法行政

工作的司法建议,支持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和城市

发展建设.发布涉土地资源、环境保护、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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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政管理领域,包含许可、强制、处罚等行政行为

的十大行政审判案例,对规范行政行为、促进群众

依法维权和提升行政审判工作水平起到积极的示

范和引导作用.

开设庭审课堂,完善“府院联动”机制.主动邀

请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观摩开庭,通过亲历案件审判

促进“以案学法”,提高依法行政意识.与省依法治

省办公室共同组织７８家省级重点普法责任制单位

厅级领导现场旁听太原中院审理的一起行政处罚、

复议案件,１７万余名国家工作人员网上同步观

看.晋城市市长和６０余名行政机关代表旁听晋城

中院审理的一起行政赔偿案件,在全国引起良好反

响.全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８１％,同

比提升５０４７个百分点.

(四)加强民事执行工作,全力兑现胜诉权益,

积极促进诚信建设,受理执行案件１４８６０３件,执结

１４２１３８件,执行到位金额３１０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１００１％、１３６６％和１００８％.

持续发力,巩固攻坚成果.通过调研座谈、实

地督导、开展“三晋执行”十个专项行动等形式,推

动全省法院继续保持思想认识、拼搏劲头不放松,

人员保障、工作力度不减弱,打出执行办案的“组合

拳”“连环掌”,进一步巩固拓展“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成果,执行工作核心指标稳步提升,办案质效

全国位次整体前移.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关

于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跟踪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申请执行人对法院执行效率、力度、规范化的

满意度评价均达８５％以上.

加强宣传,强化震慑效果.组织“三晋执行护

民生”和“晋法出击”全媒体直播,共执结“骨头案”

１２２９件,对８７４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发放案款

１０８亿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现

场观摩、解读、点评,３００多家媒体参与,在线观看

和网上点击量总计超过１９１亿次,创全国法院

纪录.

强化惩戒,扩大执行战果.充分运用强制手

段,限制消费９８４１９人,发布失信被执行人“黑名

单”４９９６３例,司法拘留２９９８人,罚款１５２案８９８

万元,判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１３１人,向社会明

确昭示,裁判不是“白条”,正义不能缺席,法律不容

亵渎,挑战法治权威必须付出沉重代价.

二、坚决落实中央、省委部署,全力保障高质量

发展

全省法院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切实找准助力

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全方位提

升服务和保障水平.

着力防范金融风险.依法规范金融市场秩序,

促进健康发展,省高院研究制定«关于涉职业放贷

人民间借贷案件审理工作的意见»,与证监局联合

发布«关于推进证券期货领域纠纷化解的意见»,明

确职业放贷人认定标准,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建立

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证券期货纠

纷化解工作机制,审结民间借贷、证券期货、互联网

金融等案件４０８５９件,多起涉金融重大案件通过协

调妥善解决.

积极服务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依法保护农

民土地承包权利和土地权益合法流转,制定«关于

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审结土地承

包流转、林权转让等涉农案件２１７２件,切实维护农

村经营主体权益.依法审理涉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案件４０件,惩治贪污、挪用扶贫款物等侵害群众利

益的“蝇贪”４６人.开展专项行动,打击恶意拖欠

农民工工资行为,执结案件１９８５件,执行到位金额

５７７９４５万元.太谷县法院对被告人贺某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罚金１２万元,为１０５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２５５万元.

扎实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运用法律手段全力

保护“碧水蓝天、绿水青山”,出台«关于审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推动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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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落实,依法审结破坏生态

环境刑事案件５６３件、环境资源类民事案件３１１３

件、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１１件,审理涉生态环

境保护行政案件４３１件,发布典型案例５起.在

全国造成恶劣影响的山西三维华邦公司污染环

境一案,洪洞县法院依法严惩,判处该公司罚金

１００万元,判处主犯牛某有期徒刑三年、罚金２

万元.

积极助力发展动能转换.出台破产案件立案

指引、加强“僵尸企业”破产审判工作和建立破产案

件快审机制等三个指导意见,坚持精准识别、分类

施策,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

值的企业,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促进

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企业转型升级,为企业重新焕

发生机创造条件.全年审理破产清算、重整等案件

１８０件.高平市唐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破

产重整实现引资,有效化解企业生存危机.

着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发挥司法固根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秩

序、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依法审结破坏市场经

济秩序的虚假出资、合同诈骗、串通投标、非法经营

等案件８３８件,审结各类合同纠纷案件１３９１３５件,

促进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维护交易安全.依法严

惩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承揽、项目招投标过程中

索贿受贿、滥权渎职、坑害投资商和创业者等破坏

营商环境的职务犯罪.执结涉企执行案件７０６４

件,其中以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的５０５件,到位案

款４６７２亿元.与省工商联联合制定«关于开展民

营企业经济领域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编写

并向企业发放«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提示１００

点»,实现司法服务和社会需求精准对接,努力营造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三、推动司法服务转型升级,回应群众多元司

法需求

全省法院以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一站式多元

解纷机制“两个一站式”建设为着力点,积极参与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努力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阳光的司法服务.在最高法

院“两个一站式”建设综合效能年度考评中,我省法

院位列全国第６,省高院在全国高院排名第２.

(一)“线下”集中、“线上”集成,打造开放互动、

交融共享的集约化诉讼服务体系.着眼线下“一门

通服”,制定立案登记、繁简分流、调解速裁等２３项

服务标准,推动诉讼服务中心功能集约化,努力实

现诉讼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着眼线上“一网通

办”,推动网上服务功能集约化,实现立案、导诉、信

息查询、材料交换、文书送达、诉讼费缴退等业务有

机融合,打造全天候、全地域、全流程的智能化服务

平台.全省法院全部实现跨域立案和网上立案,网

上立案２８６６４件,办理业务４６３９２万次,提供电话

咨询服务２１０９２次,努力实现办理立案“一次不用

跑”.着眼互动“一线通联”,在全国法院首创性开

通覆盖三级法院的集约化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热线,不

仅拓展了服务功能、提升了服务水平,而且为当事

人和法官交流开辟了全程录音、信息留痕、有据可

查的规范化联系通道,法官由此可以毫无顾虑、开

诚布公地与当事人沟通,诉讼群众也彻底告别了

“联系法官难”的困境.

(二)请进来、走出去,打造专业精准、层次丰富

的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在诉讼服务中心引入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仲裁、公证等机构,全面

推行公益律师值班制度,首批聘请５５３名调解员和

５５个调解组织,积极探索“多元参与、集成作业、一

门通调”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模式,有效发挥

了社会矛盾诉前过滤功能.全年诉前调解各类纠

纷６３１１７件.积极推动建立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与

综治中心、网格化管理中心、道交纠纷调解中心等

网上联动机制,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以乡镇、社

区为节点的全覆盖联动联调工作网络.太原市迎

泽区法院、临汾市尧都区法院、运城市盐湖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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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当地党委政府主导的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

创新了多元化解模式,增强了纠纷化解效能.

(三)展示公正、树立公信,打造公开透明、动态

全面的阳光司法体系.依托审判信息公开、庭审活

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四大平台,

全年公开诉讼案件３０９５５８件、裁判文书４３３９６５篇

和１５５９８名被执行人相关信息.强化庭审直播应

用,全 省 法 院 直 播 庭 审 １０６０８４ 场,同 比 上 升

３４６０％;省高院直播庭审１１３２场,居全国高院第

２位.办好“法院开放日”,邀请人民群众走进法院

观摩庭审,认真做好法官“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以案说法、以案释法.省

高院行政庭被评为２０１９年度全国普法先进单位,

省高院作为省普法优秀单位被推荐参加２０２０年度

全国评选.

四、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动审判质量效

率变革

全省法院健全制度、创新管理、强化落实,推进

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努力推动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一)构建审判执行流程新机制.全面落实立

案前诉调分离、立案后诉裁分离、审理前难易分离

的工作制度,实现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

完成分流、调解、速裁、快审各环节有机衔接,让审

判执行进一步提速.全省法院全年一审案件简易

程序适用率达７２８７％,同比上升２６７８个百分

点;案件平均审理时间缩短为５０３天,同比减少

５７天.制定全省统一适用的«执行实施案件办理

程序标准指引»,对办案全流程节点的工作标准、办

理时限、文书起草、财产处置进行细化明确、动态管

理,有效规范全省法院执行办案行为.

(二)构建审判管理工作新机制.出台«关于进

一步规范审判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细化院庭长

权力职责清单,督促院庭长在清单范围内全程留痕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实现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相统

一.制定«全省法院２０１９年度审判质效约束性重

点指标»«关于建立执行实施案件源头管控、动态监

督、全程管理、案后评查机制的规定»,建立涵盖审

判执行质效、司法公开、信息化应用等内容的综合

考核指标体系,实现对立案、开庭、裁判、送达、归档

等各流程节点的预警、督办、考评,实化流程管控,

强化动态监控,实现了对审判执行工作精准管理.

全省法院一审服判息诉率为８４７５％,同比提升

２３１个百分点.

(三)构建涉诉信访化解新机制.建立全省法

院涉诉信访管理监督平台,将三级法院涉诉信访案

件统一纳入平台实行案件化办理,做到每件涉诉信

访案件处理首接负责、全程监管,实行涉诉信访案

件审判质量评查和处理结果审查“一案双查”,确保

涉诉信访案件实质性化解.全面实行刑事申诉案

件律师代理制度,对３６件刑事申诉案件提出立案

审查建议,６件进入再审程序.

(四)构建人力资源配置新机制.建立全省法

院编制动态调剂机制,将１７２个中央政法编制调整

到人案矛盾最为突出的１４个基层法院,资源配置

进一步优化.会同省委组织部在全国率先出台规

范市县法院公务员管理工作办法,如期完成基层法

院内设机构改革,对人民法庭工作情况开展全面调

研,制定了优化布局、加强保障、强化功能的科学规

划,推动管理层级扁平化、工作力量向审判一线下

沉,得到最高法院的充分肯定.

(五)构建现代科技应用新机制.全面深化电

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同步生成诉讼案

件电子卷宗３３９５６５件,同步生成率达９８３８％,同

比上升０８个百分点.构建全省法院跨层级、跨地

域、跨系统、跨业务的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实现

１３８张司法统计报表自动生成、５０００余项审判管理

数据自动抽取和１２类审判管理通报智能撰写.省

高院联合山西大学、中国知网建立全国首家“法院

大数据与智能应用”实验室,研发的“刑罚变更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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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智慧判案辅助系统”入选第二届“数字中国”成

果展.

五、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打造“五个过硬”

司法铁军

全省法院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大

力推进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激励

广大干警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一)突出抓好政治建设.全省法院坚持把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一体推进,广大干警真信笃行、知

行合一的能力和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进一

步提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牢牢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严格落实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确保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全省法院得到不

折不扣贯彻执行.加强政治督察、司法巡查、纪律

作风检查,完成全省１２个中级法院政治督察全覆

盖,不断夯实法院系统政治根基.

(二)着力营造干事创业环境.积极开展“改革

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不断增强法院内生活力,

组织评选全省法院担当作为优秀干警、十佳执行干

警,进一步营造见贤思齐、比学赶超的创先争优氛

围.出台员额法官绩效考核办法,实现法官助理、

书记员的工作与法官绩效一体化考核,有力促进审

判团队多办案、办好案.

(三)大力提升职业能力.广泛开展案例研讨、

庭审观摩、裁判文书评查、实务技能竞赛等活动,让

干警在岗位锻炼中增长实际本领.针对岗位特点,

分类实施干警专业能力提升培训,开展刑事、民商

事、行政、执行等各类专项培训１３８期５３８６人次.

(四)狠抓纪律作风整顿.以“严纪律、强作风、

树正气”为目标,在全省法院开展“纪律作风整顿

年”活动,集中整治“庸、懒、散、怠、乱、浮”等不良行

为,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５起违纪案件集中

进行公开通报,严肃查处违纪违法干警１４７人,较

好地解决了理想信念滑坡、责任担当不力、执法不

严、作风不实、司法不廉、守纪不严等问题,风清气

正、蓬勃向上的法院政治生态有效培树.

六、积极主动接受各界监督,推动法院工作全

面提升

全省法院把接受监督作为发现问题、改进工作

的重要途径,高度重视,主动配合,认真整改.一年

来,省高院认真贯彻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

进一步完善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工作机制,协助省

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项调研和执法检查,专题报告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并根据审议意见及时

抓好工作改进.认真落实三级法院院长定向分级

联络人大代表工作制度,及时向人大代表汇报工作

情况,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法院、旁听

审判、观摩执行,定期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通报工作,认真办理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建议、提案２５件,办复率为１００％.去年６月,四

省区３３位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并充分肯定了我省法

院工作.认真贯彻监察法,支持配合监察机关对法

院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促进公正廉洁司法.省高院

制定«关于办理检察建议的规定»,积极支持检察机

关依法履行诉讼监督职责,依法审理抗诉案件７２０

件,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落实

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进一步扩大司法民主,拓

展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９２２１名人民陪审员

参与审理案件８６６９０件.全面落实新闻发布会、法

院开放日等举措,积极运用微信、微博、手机 APP

等融媒体加强司法宣传,让社会各界了解、参与和

监督法院工作.

各位代表,一年来,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人

大的有力监督和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下,各级法院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奏响了全省法院

工作健康发展的生动旋律.在此,我代表全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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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所有关心、支持

法院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

省法院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部分法官

业务能力还有较大差距,服务保障大局意识和能力

还需增强,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的现象依然存在.

二是少数案件存在错误、瑕疵,一些案件久拖不决、

超审限审理,案件质效和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还需

进一步提高.三是一些干警服务观念淡薄,工作方

法简单,对人民群众的诉求重视不够,司法作风仍

需改进.四是少数人员裁判不公、司法不廉,严重

损害司法公信.五是司法质效考核评价体系不完

备,司法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对审判权的监督管

理仍需进一步完善.六是案件数量持续攀升,人员

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司法资源配置需要持续优

化.对此,我们将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帮助下,切

实加以解决.

２０２０年,全省法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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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

建设,实施全省法院队伍素能、司法质效提升三年

工程,紧紧围绕“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

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努力为我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提供更加有力

的司法服务保障.

一是大力加强政治建设,确保法院工作正确政

治方向.打造好法院党校平台,推出政治理论、党

史国情精品课,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强化广大干警特别是法院

领导干部理论武装.打造好法院党性教育基地,提

高党性教育实效,推动形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长效机制,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打造好党的建设载体,坚持抓党建、

带队建、促审判,切实把党的领导和党的要求落实

到法院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二是聚焦扫黑除恶决战决胜,维护社会安全稳

定.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决胜之年,

将有更多的涉黑恶案件集中进入审判环节,审判工

作任务十分艰巨.全省法院要坚持以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长

效化机制,坚决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胜利.

要强力打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严重暴力犯罪、多

发侵财犯罪以及涉枪爆、毒品、金融等高发犯罪,严

厉打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药品安全、电信网

络等领域犯罪,努力为我省改革发展创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三是围绕“四为四高两同步”,积极服务经济转

型崛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

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

持能动司法、服务大局.建立专业化审判组织,全

面实行知识产权、环境资源“三合一”审判机制,加

大对重点领域知识产权犯罪和侵权行为的惩治力

度,强化对科技创新、知名品牌及特色产业的司法

保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损害修复,积极助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美丽山西建设.加强“府院联

动”,强化信息共享、联合惩戒,推进社会征信体系

建设.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好各类案件,平等保护各

类市场主体,促进市场健康发展,为各类主体成长

发展提供优质的司法保障.以处置“僵尸企业”为

重点,用好破产重整、和解制度,促进企业优胜劣

汰,让企业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让市场资源配置更

加高效,坚定不移服务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是启动队伍素能、司法质效提升三年工程,

全面推动法院工作提质增效.坚决落实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从严管理司法队伍,大力提升广大党员

干部政治素能,强化纪律规矩意识,改进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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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良好形象.创新业务技能培训方式,推行案例

教学、菜单式教学、订单式教学以及研讨式教学等

模式,把培训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培训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遵循司法规律,高标准建设司

法质效评价体系,形成科学的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

机制,扎实有序推动审判执行工作提升质效.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加强司

法理论研究和对下指导,加速推出类案指导意见,

统一全省法院各类案件司法标准和尺度,树立司法

权威,不仅要确保司法公正,而且要让广大人民群

众真切地感受到司法公正.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

全省法院工作全面步入全国先进行列.

各位代表,全省法院将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

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在省委的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

力监督下,不做虚功、不骛虚名,以更高的站位、更

严的标准、更大的作为奋力开创全省法院工作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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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杨景海检察长所作的«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

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２０２０年工

作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

篇光辉文献”,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历次全会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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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委“四为

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推进检察监督体

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为主线,以“四大活动”为抓

手,坚持“巩固、深化、提升”,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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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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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

员提出意见.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全省检察机

关在省委和高检院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决

贯彻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二

次会议决议,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大调研、大落实、大提升”活动

为抓手,聚焦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需求,深化改革

创新,全面加强新时代法律监督,各项检察工作实

现新的发展和进步.

一、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好“法

律攻坚仗”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越深入,任务越艰巨.２０１９

年,大量案件涌入审查起诉环节,专项斗争到了认

定证据、指控犯罪的关键阶段.我们审时度势,集

中优势兵力,采取“三个三”战略战术,全力攻坚,有

力打击了黑恶犯罪.全年共批捕涉黑涉恶犯罪

２２４９人,起诉５１４５人.

依法从严快办.省检察院统筹全省办案力量,

对涉黑涉恶案件实施“一案一团队”,专案专办,快

捕快诉.各级院领导分片包案、阅卷督导、压实责

任,坚决不在检察环节贻误战机.案件审结率

８９８％,位居全国第２.把依法严惩贯穿于批捕起

诉和刑事诉讼监督全过程,从严惩治黑恶犯罪首要

分子、骨干成员.吕梁陈鸿志、太原任爱军、朔州朱

强等一批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黑恶团伙受到严

惩,昭示了省委荡涤一切社会污浊的坚定决心!

严把审查关口.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

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精准认定案件事

实,精准适用法律条文.省检察院对涉黑和重大涉

恶案件的定性统一把关.拟作不捕不诉的,一律上

提一级审核.对侦查机关以涉黑涉恶移送审查起

诉的,依法不予认定１１１件.监督立案３３件,追诉

漏犯２６２人,不捕１５１人,不诉８９人.太原市检察

机关在审查李金才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依法

追加认定１１名组织成员,做到打漏见底.

注重深挖根治.坚持“两个一律”,做到“三个

不放过”,全面推行签字背书制度,将是否存在未发

现的“保护伞”、黑恶财产线索作为办案必须审查的

重点,发现并移送“保护伞”线索３９５件,同比上升

２３４％.坚持一案一总结,一类问题一建议,针对办

案中发现的行业乱象和管理漏洞发出检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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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条.晋中、晋城、临汾等地检察机关通过检察

建议,推动“校园贷”、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文物管理

等方面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二、坚持为人民司法,全力服务山西稳定发展

大局

以办案为中心,打好“组合拳”,切实将中央、省

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努力把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检

察实事做深做好.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牢固树立总

体国家安全观,主动融入全省稳定大局,围绕７０周

年大庆、“二青会”等重大活动,扎实做好维稳工作,

促进“平安山西”建设.全年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

人２３３４８人,提起公诉４０９１５人.深入开展反渗

透、反邪教、反恐怖斗争,批捕６８人,起诉１６２人.

积极参与打击涉枪涉爆类犯罪专项行动,批捕１３１

人,起诉２７２人.依法严惩故意杀人、绑架、强奸等

严重暴力犯罪,批捕７０１人,起诉７３４人.

主动服务三大攻坚战.积极投入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开展“珍惜血汗钱、远离非法集资和

套路贷”法治宣传,严厉打击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

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金融犯

罪,起诉了 “晋商贷”等一批典型案件,并加大追赃

挽损力度.晋城市检察机关办理一起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追回４２６万余元并全部退还投资者,退

赔率９９％.积极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批捕破坏

生态环境犯罪３７０人,起诉７５３人.省检察院对中

条山脉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等１０起案件挂牌督办.

积极服务脱贫攻坚战,依法起诉挪用、侵占扶贫专

项资金等犯罪６４人.以司法救助服务脱贫攻坚,

向７１５人发放了司法救助金.吕梁市检察机关持

续为“十万护工出吕梁”提供法治培训和检察服务,

助力“吕梁山护工”脱贫攻坚品牌不断壮大.

大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围绕“示范区”“排

头兵”“新高地”战略任务,用法治力量助推“六最”营

商环境建设.积极参与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专

项行动,起诉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合同诈骗等

破坏经济秩序犯罪３６２３人.结合扫黑除恶,起诉强

揽工程、非法高利放贷、欺行霸市等破坏公平竞争犯

罪２２３２人,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大环境.

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我们深知,在山

西“一股独大”企业结构下,民营企业更需要法治

“护航”.省检察院秉持理性、谦抑、审慎理念,在全

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知识产

权等６个专项行动,发布涉民企典型案例和风险提

示,起诉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６２７人.坚持

少捕慎诉少羁押,对涉案民营企业负责人能不捕的

不捕４４人,能不诉的不诉４２人,变更强制措施１７

人.加大财产保护力度,办理涉企民事监督案件

２５３件,提出监督意见２８件,涉案金额２１２亿元.

临汾市阳光地带房地产公司被误判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省检察院依法监督纠正,避免企业损失８８０

余万元.省检察院与省工商联建立完善常态化联

系机制,举办“检察护航民企发展”开放日,问计问

需,精准服务.省市县院三级联动,协调北京、河北

等地检察机关,依法化解全国５００强民营企业———

山西建邦集团多起法律纠纷.我们服务民营企业

就是要落实“平等”二字,就是要动真格、见实效!

用心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孩子的伤是全

社会的痛.护佑孩子健康成长,检察机关义不容

辞.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捕７２１人,起

诉１１４９人.省检察院与省教育厅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持续深化“一号检察建议”落实.全省检察机关

联合教育部门查访学校、幼儿园１０９７所,发出检察

建议２２５件,督促整改各类问题１６３个.推动“法

治进校园”常态化,全省各级院检察长和１４２８名检

察官兼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开展预防校园欺凌等

普法活动,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综合

运用附条件不起诉、封存犯罪记录、精准帮教等机

制,帮助３６６名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其中９名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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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考上了大学.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对临汾市

检察院开展涉案困境儿童司法救助的经验做法进

行了报道.

积极保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法律是人民的

法律,法治的阳光要照亮每一个角落.全省检察机

关与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密切协作,帮助

农民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打官司,支持起诉１０６３

件,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大同市云冈区检察

院积极沟通,为３０名农民工追回２８５万元血汗

钱.晋中市检察院多方协调,解决一起长达１０年

的理财保险纠纷,为郭满福老人挽回６５万元损失.

努力做到群众信访件件有着落.群众的事不

能拖.我们升级“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平台,提供“一站

式”服务,建立信访联络员和检察官首办责任制,办

理群众来信１７５５８件,有联络方式的全部在７日内

回复告知,３ 个月内办理 过 程 或 结 果 答 复 率 为

９９７％.拓展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邀请律师入

驻值班,综合运用公开审查、听证、调解等手段,息

诉１３７９件.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合力化解了闻喜一

起６年之久的邻里义务帮工人身损害纠纷案,获得

«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点赞”.坚持情理法相统

一,积极解决群众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困难.朔

州市检察机关跨省协调,为一起刑事案件申诉人提

供救助款１７万元,减免费用２０万元,彻底化解了

长达５年的纠纷,以检察真心诠释为民初心.

三、强化诉讼活动监督,有力促进法律统一正

确实施

紧盯“立的对不对、抓的该不该、判的公不公、

执行的严不严”,加大监督力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深化刑事诉讼监督.在公安机关建立派驻检

察机制,前移监督关口,构筑起防范冤错案件的第

一道防线.监督立案７７４件,追诉漏犯１３５５人,确

保犯罪者受到打击;监督撤案４３３件,对不构成犯

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捕２９４３人,不诉１４３４人,防止

无辜者被错误追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

出抗诉５５１件,法院审结４７９件,采纳３０７件,促进

罪责刑相适应.

创新刑事执行监督.认真开展对法院、监狱、

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工

作.全面推开监狱巡回检察,构建“１＋５”巡回检察

工作机制,监督力度深度明显加大.省检察院首次

对临汾监狱开展直接巡回检察,部署对全省２１所

监狱开展２轮跨区域交叉巡回检察,指导各地开展

１９次常规巡回检察,共监督纠正各类问题５４７个.

荫营派出检察院依法纠正法院未将羁押期折抵刑

期的错误裁定,为罪犯鄯某追回“２０天自由”.强

化日常监督,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

１７３８２件,监督纠正６８１件;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

提出变更强制措施１６４０人.坚持“一个不漏、一个

不错”,审查报请特赦１６９人,纠正报请不当５人.

坚持监督与保护并重,出台支持和保障监狱民警依

法履职意见.

重视民事诉讼监督.单设民事检察部门,努力

扭转重刑轻民局面.办结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

２３４９件,同比上升３１％.强化精准监督,提出抗诉

１８７件,同比上升１２７％,法院改判、发回重审１６５

件,改变率为８２９％.支持法院破解执行难,督促

执行５７１件.省检察院依法监督,法院对汾阳市兴

阳焦化厂一笔长达２０年的债权执行到位,决不让

法律 “打白条”.加大虚假诉讼监督力度,纠正“假

官司”２２件,涉案标的１亿余元,移送犯罪线索１０

件.某房地产公司虚构官司,逃废债务１７００余万

元,太原市检察院成功抗诉.我们就是要坚决打

假,决不让“假官司”得逞!

加强行政诉讼监督.全年受理审查行政案件

７４４ 件,办 结 ７７２ 件,同 比 分 别 上 升 １１６％、

１２８％.加大生效裁判监督力度,对土地行政确权

等一批典型案件提出抗诉,抗诉数位居全国第８.

对行政审判程序提出监督意见１５８件,法院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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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件,位居全国第６.以法院行政非诉执行为重

点,加强对法院行政执行活动的监督,提出监督意

见２６３件,法院全部采纳,促进了公正司法和依法

行政,发挥了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独特作用.

四、做好检察公益诉讼,切实维护国家和社会

公共利益

坚决扛起公益保护神圣职责,以省人大常委会

专题听取公益诉讼报告为契机,加大办案力度,实

现法律授权领域全覆盖.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５３７０件,立案４７２５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４３９８

件,有关行政机关积极采纳,依法履职,进行整改,

采纳整改率为９９１％.对破坏公益造成损失的,

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１４３件,移送违法犯罪线索

４１件.

守护好三晋绿水青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主动融入“两山七河一流

域”生态治理,与省河长制办公室联合开展“携手清

四乱、保护母亲河”百日会战,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１２２３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１１９３ 件,督促整改

１０３６件,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７４１公里.

加大矿产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办理一批无序开

采破坏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件.针对大同浑

源３２家矿企私挖滥采、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在

省委坚强领导下,省检察院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的

大检察官办案组,向省直５个厅局发出检察建议.

大同市检察机关向市、县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移送犯罪线索３１件,对１１家矿企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进行追偿,推动当地植树１７０余万株,生态治理

４万余亩.省委制定的“一年见绿、两年见树、三年

见景”目标初见成效.

守护好一方蓝天净土.蓝天就是幸福、净土就

是宝地.省检察院与陕西、河南两省联合部署助力

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督促整治违法排

污企业２００家.会同省林业草原局对７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３９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专项监督,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６５件,督促整改４８件.孝义市

检察院督促某矿企整治裸露煤矸石场１２５万平方

米,改善周边空气环境近１００平方公里.

守护好群众舌尖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我们深化推进“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专项监督活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９１９件,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８１７件.五台县检察院联合市场监管

等部门,开展五台山景区食品安全专项监督,销毁

假冒伪劣、过期变质食品１０００余箱.落实“四个最

严”要求,严厉打击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

犯罪,起诉４３４人.探索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

赔偿机制.阳泉市检察院对某商贸公司销售假冒

汾酒行为提起公益诉讼,责令被告在新闻媒体上公

开道歉,并支付三倍赔偿金,让赚黑心钱的既丢面

子,又丢里子!

守护好文物和英烈设施.历史文物是全人类

的共同财富.立足有效保护,省检察院部署开展文

物保护专项监督,对管理不到位、修缮维护不及时

等问题,督促整改１８８件.坚持用法律捍卫英烈荣

光,会同军事检察机关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

开展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公益行动,推动修复重

点纪念设施２２处.寿阳县检察院与石家庄军事检

察院联合办理的羊头崖烈士纪念设施疏于管理公

益诉讼案,被高检院评为典型案例.古县检察院推

动当地投入１９００余万元,对贾寨村太岳军区岳北

军分区革命旧址进行保护性修复.

五、深化检察改革,全面提升司法办案质效

抓住改革关键一招,勇于自我革命,创新工作

机制,主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

要求.

完成内设机构改革.突出专业化建设,按照一

件事情由一个机构负责到底的原则,完成检察机关

恢复重建以来涉及部门最多最广、职能调整幅度最

大的机构变革.按照案件类型组建刑事检察办案

机构,实现刑案精办.适应人民群众新需求,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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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检察机构,补强短板.牢记法律赋权新

职责,增设公益诉讼检察机构,实现刑事、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齐头并进.

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新刑诉法规定

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减少

社会对抗的重要制度,检察机关承担着主导责任.

我们从国家治理全局高度依法履职,全力推进落

实,目前适用率达到了８４６％.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案件中,９３８％的被告人一审服判息诉,真

诚悔罪.同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简案快

办.阳城县检察院５天审结２６件危险驾驶案,法

院６０分钟内当庭宣判,显著提高了办案效率.

构建“案—件比”办案质效评价体系.“案—件

比”是指一个“案”子与“三延两退”等办案程序流转

中产生的“件”数之比,数值越大,说明办案时间越

长,司法效率越低,当事人诉累越重,群众的感受就

越不好.为此,我们把降低 “案－件比”作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点整改的突出问题,压

实司法责任,筑牢为民初心.在办案中坚持高标准

求极致,强化引导侦查,提升移送审查起诉案件质

量,坚决杜绝借时限办案等问题,除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外,努力做到一 “案”一 “件”.“案－件比”办

案质效评价体系建立以来,“件”数减少了近３０％,

平均办案时限缩短了７天,办案质效排名大幅提升

至全国第１３位.

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办案.担任检察官的院领

导自觉回归一线,直接办案、完整办案,充分体现亲

历性要求.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各级院领导以重

大疑难复杂案件为重点共办案 ２６７２３ 件,占比

１４％,位居全国第２.其中检察长办案５０１６件,出

庭支持公诉２８６件,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会议３１１次.召开全省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办案“三

个效果”有机统一交流会,及时总结推广政治引领

业务的新方法新措施,努力实现更好的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配合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法法衔

接”机制,与省监察委员会统一职务犯罪证据标准,

细化提前介入、退回补充调查等程序,对司法人员

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移送进行规范.受

理监察机关移送职务犯罪７９２人,起诉７５１人,退

回补充调查６０人.严格执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

法,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侵犯公民

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２１人,起诉１１人.祁县

法院原副院长李某徇私枉法裁判、临汾３名协警收

钱私放醉驾人员、浑源县看守所４名民警虐待致被

监管人死亡等典型案件,检察机关依法立案侦查,

有力维护了司法公正.

六、坚持党建引领,努力建设新时代过硬检察

队伍

以“四化”建设为方向,全面落实“五个过硬”要

求,努力打造让党放心、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检察

队伍.

坚持政治统领业务.把开展“改革创新、奋发

有为”大讨论作为年度开局之篇,对标先进制定年

度检察工作十大标志性指标.把“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作为全面政治洗礼,组织“学思践

悟、三个融入”学习交流会,开展“８＋５＋５”专项整

治,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

日常、融入业务、融入内心.深入开展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回顾和展望中坚定信心、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坚持提升本领是根本.开展“业务培训年”活

动,领导干部走上讲台,言传身教,带动大培训、大

练兵深入开展,组织１６万人次对检察院组织法、

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学习培训.充分运用

“检答网”答疑释惑.建立各级检察委员会指导性

案例学习应用制度,发挥指导性案例对检察办案工

作的示范引领作用,统一司法办案尺度.建立检察

业务态势周研判、月分析制度,及时固强、纠偏、补

弱.聚焦“八种本领”,组织千余名干警到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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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援藏援疆、信访一线、基层岗位锻炼成长.承办

中俄检察业务研讨会,深化山西检察对外司法交流

合作.

坚持严管就是厚爱.切实担负起管党治检主

体责任,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

则,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完成对６个市

级检察院和１个派出检察院的巡视,提前实现届内

全覆盖.反馈问题见人见事,督促整改各类问题

３００多个.组建检察官管理处,设立省检察官惩戒

工作办公室,强化对检察官司法办案活动的监督管

理.把贯彻执行“三个规定”作为公正司法的“防火

墙”,登记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

５０５件.对违纪违法零容忍,查处１９人.

各位代表,我们牢记宪法职责,主动接受人民

监督.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向地方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报告工作３２６次,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２５６件.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对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的专题审议意见.主动向政协通报检察

工作,健全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联系机制,诚恳

听取意见建议.加强与代表、委员的沟通联系,开

展走访、座谈、视察工作、参与案件公开审查等活

动.全省三级检察院同步举办“我将无我奋斗、不

负人民重托———共和国建设者走进检察机关”等３

个主题检察开放日,１１０００余名代表、委员及社会

各界人士走进检察机关.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专项监督,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加大案件信息公开

力度,公开法律文书２６０２１份,发布重要案件信息

２９１６条,召开新闻发布会２０次,利用新媒体推送

检察信息７万余条.

各位代表,一年来,全省检察工作的发展进步,

是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省

政府大力支持、省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是省监察

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配合制约的结果;是各位

代表、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

人士和社会各界关心帮助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全省检察工作还存

在一些短板和弱项:一是检察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

充分,服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

升.二是“四大检察”发展还不够均衡,民事和行政

检察工作仍需用力.三是信息化建设还相对滞后,

智慧检务建设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四是队伍专业

化、正规化程度还不够高,办理金融证券、知识产

权、信息网络等案件的能力明显不足,个别干警违

纪违法现象仍然存在.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

视,着力解决.

各位代表,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我省在新的起点上推进

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全省检察机关将在

省委和高检院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以及省委十一届九

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以推进检察监督

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为主线,以“四大活动”为抓

手,坚持“巩固、深化、提升”,忠诚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努力为实现我省“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

要求提供优质高效的检察服务.

第一,更精准服务省委治晋兴晋工作大局.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安全稳定作为头等大

事,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

活动.保持坚韧不拔的意志、决战到底的勇气,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精准服务打好

三大攻坚战,依法严惩金融、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

领域的犯罪活动.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以“两

山七河一流域”为重点,全力守护山西好风光.平

等保护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积极构建法治

化营商环境.

第二,更用心做好新时代检察为民工作.持续

严惩民生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特殊群体司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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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结合我省实

际,继续推动 “一号检察建议”落实,系统做好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将释法说理、答疑解惑贯穿司法

办案全过程,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每一起信访案件.

立足办案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办好一案、治理

一片.

第三,更有力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

展.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持续深化

检察改革,推动检察制度优势转化为检察办案效

能.以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牵引,主动承担刑

事诉讼主导责任,持续做优刑事检察.以精准监督

为重点,加大对虚假诉讼、违法裁判监督力度,不断

做强民事检察,努力维护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以案

结事了政和为目标,做实行政检察,深入开展行政

争议实质化解专项活动,促进严格依法行政.坚持

双赢多赢共赢理念,积极拓展公益诉讼新领域,以

诉前程序为最佳途径,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好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更严格打造“四个铁一般”检察队伍.旗

帜鲜明地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理论武装,

自觉对标对表,守初心、担使命.坚持党对检察工

作的绝对领导,严格执行省委贯彻落实政法工作条

例实施细则,确保中央、省委和高检院的部署落实

到检察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完善司法责任制落实

机制,强化责任担当.开展高质量业务培训,提升

履职本领.全面加强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全力打造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检察队伍.

各位代表,欣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期,走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我省指明的转型发展

金光大道上,全省检察机关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在省委和高检院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和本次会议决议,

以“人一之我百之、人十之我千之”的精神状态,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努力在三晋大地书写新的检察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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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公　告

(第１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补选楼阳生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公　告

(第２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补选林武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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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公　告

(第３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补选王拥军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公　告

(第４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补选刘志宏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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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代表议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省委“四为四

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

言献策,依法向大会提出议案.截止１月１４日１８

时,大会共收到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事原案

４５件,比去年增长６０．７％.其中,有关立法方面的

４３件,有关监督方面的１件,有关决定事项方面的

１件.

为提高议案质量,领衔代表会前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起草议案文本;会议期间,与附议代表认真

研讨,进一步完善议案文本.提出的４５件议事原

案,参与联名代表６０９人次,涉及６个代表团.随

后,１件议事原案经所提代表建议,转为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处理.经审查,其余４４件议事原案内

容均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

围,且案由明确、案据充分、方案具体,符合议案构

成要件.鉴于０００２号与００２８号,００１０号、００１５号

与００３１号,００１３号与００３３号,００２３号与００３６号,

００３９号与００４１号议案,内容相同或相近,分别合

并为一个议案.将４４件议事原案立为３８个议案,

分别是:

１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１号);

２关于制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２号与００２８号);

３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的议案(０００３号);

４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街道人大工作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４号);

５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学前教育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５号);

６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促进大数据应用条

例»的议案(０００６号);

７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７号);

８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县乡村医疗卫生机

构一体化改革促进条例»的议案(０００８号);

９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乡村旅游促进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９号);

１０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的议案(００１０号、００１５号与００３１号);

１１关于制定«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号召

在全省各级人大代表中开展向申纪兰学习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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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００１２号);

１２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

例»的议案(００１３号与００３３号);

１３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条例»的议案(００１４号);

１４关于修改«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６号);

１５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条

例»的议案(００１７号);

１６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养犬管理条例»的

议案(００１８号);

１７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条

例»的议案(００１９号);

１８关于制定«山西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议

案(００２０号);

１９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保障医疗机构工作

人员人身安全条例»的议案(００２１号);

２０关于制定«山西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实

施办法»的议案(００２２号);

２１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条例»的议案(００２３号与００３６号);

２２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发展规范健康产业

条例»的议案(００２４号);

２３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

条例»的议案(００２５号);

２４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条

例»的议案(００２６号);

２５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标准化管理条例»

的议案(００２７号);

２６关于制定«山西省农村公路条例»的议案

(００２９号);

２７关于制定«山西省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

例»的议案(００３０号);

２８关于制定«山西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

议案(００３２号);

２９关于制定«山西省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条例»的议案(００３４号);

３０关于制定«山西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的

议案(００３５号);

３１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条例»的议案(００３７号);

３２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国家工业遗产保

护、开发、再利用条例»的议案(００３８号);

３３关于加快制定«山西省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的议案(００３９号与００４１号);

３４关于废止«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的议案(００４０号);

３５关于修订«山西省林木种子条例»的议案

(００４２号);

３６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封山禁牧条例»的

议案(００４３号);

３７关于建立山西省地方性法规定期清理制

度的议案(００４４号);

３８关于制定«山西省退役士兵促进安置条

例»的议案(００４５号).

以上议案经大会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将在本次

会议闭会后交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审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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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５５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丁小强 卫小春 马文杰

王旭明 王　珍 石金平

卢晓中 白德恭 冯云龙

冯改朵(女) 曲孝丽(女) 吕岩松

刘本旺 刘振国 关建勋

安雅文 孙大军 李仁和

李凤岐 李正印 李　佳

李俊明 李效玲(女) 李悦娥(女)

张吉福 张志川 张李锁

张明星 张炯玮 张高宏

陈小洪 陈振亮 陈继光

范丽霞(女) 罗清宇 岳普煜

赵向东 赵庆华 赵建平(人大)

赵建平(晋中) 徐广国

高卫东 高新文 郭迎光

郭海刚 郭康锋 商黎光

梁宏宇 董一兵 韩怡卓

韩　强 程有录 释昌善

楼阳生 廉毅敏

秘书长

郭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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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楼阳生　　郭迎光　　卫小春　　李悦娥(女)　　高卫东　　岳普煜　　李俊明　　郭海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郭海刚　　王　纯　　梁克昌　　孟　萧　　李凤岐　　张　羽　　汪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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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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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主席团

决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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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选举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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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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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的

议案

六、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七、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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