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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林武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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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次会议,决定接

受林武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山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蓝佛安辞去山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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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次会议,决定接

受蓝佛安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并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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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依据中央和省委文件通知,主任会议的

提名

决定任命:

金湘军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金湘军代理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金湘军代理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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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人事任命议案

二、审议关于接受林武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

三、审议关于接受蓝佛安辞去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

四、审议关于金湘军代理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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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四项议程.

１２月３０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听取了被提

请任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相关

事项.

１２月３０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接受蓝佛安辞去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请求的

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命名单;表决通过了关于

金湘军代理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的决定;表决通过

了关于接受林武辞去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同志向通过任命

的代省长金湘军同志颁发任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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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清宇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５８人,实出席４９

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卫小春、岳普煜、

李俊明、王纯、张志川,秘书长郭海刚,委员王继伟、

王联辉、卢建明、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乔

光明、乔建军、刘本旺、刘志宏、闫喜春、关建勋、汤

俊权、李亚明、李建刚、李俊林、李福明、杨志刚、宋

伟、张世文、张李锁、张钧、张葆(女)、张锦(女)、陈

继光、武涛、苗伟、郑强、赵建平、秦作栋、袁进、贾向

东、高新文、郭玉福、黄卫东、黄岑丽(女)、梁若皓、

梁俊明、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委员于亚军(女)、王

卫星、王仰麟、王利波、王宏、刘美、李效玲(女)、薛

维栋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吴伟;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孟萧;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列席

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有: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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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郭海刚

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定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２

日在太原召开.省委高度重视,省委常委会会议专

题研究大会筹备情况报告及提请大会审议的各项

报告,蓝佛安书记提出明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和蓝佛安书记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大会筹备组总负责人罗清宇三次主持召开筹

备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督促落实大会筹备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主任会议专题研究有关事

宜.大会筹备组坚持早筹划、早落实,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各项工作,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到位.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出大会指导思想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

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紧紧围绕

全省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动员全省人民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团结奋斗、砥砺

前行,一步一个脚印蹚出转型发展康庄大道,久久

为功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

得新突破,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山西篇章!

二、拟定大会议程和日程草案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草案共安排十四

项议程:一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二是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山

西省２０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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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全省和

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四

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五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六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七是选举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八是选举山西省

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九是选举山西省监察委员

会主任;十是选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十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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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举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二是选举山西

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三是通

过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名单;十四是其他事项.

根据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会议正式会期５

天,工作日程安排６天半.１月１０日,下午代表报

到,晚上召开召集人会议;１１日,上午召开各代表

团会议,下午召开预备会议、党员代表委员会议、主

席团第一次会议.１２日上午大会开幕,１６日下午

大会闭幕.会议共安排５次全体会议、６次主席团

会议、５次全团会议、３次分组会议.

会议议程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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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提请大会预备会

议通过、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后实施.

三、组建大会工作机构

根据法律规定,大会设秘书处.大会秘书长拟

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担任.大

会副秘书长拟由郭海刚、李秋柱、陈纲、王帅红、卢

建明、毛益民、汪凡、武晋、张羽９位同志担任.大

会秘书处下设会务组、总务组、组织组、会风会纪监

察组、财经组、议案建议组、资料组、新闻组、简报

组、保卫组、疫情防控组、信访组１２个工作机构.

设５个住地联络组.

四、提出大会有关名单和选举办法、通过各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办法、表决议案办法草案

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１１个设区的

市、解放军和武警驻晋部队选举产生代表５５２名,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了

代表资格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代表资格全部

有效.２名代表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１名代表辞

去代表职务,其代表资格终止.现实有代表５４９

名.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制定了大会选举办法草

案、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的办法草案和表决议案办法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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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团临时党支部成员、总监

票人、总计票人、列席人员、旁听人员等１２个名单

草案.

大会主席团成员６３人.分别是:省委书记、副

书记、常委１３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７

人,新提名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人选３

人,新提名的省政协主席候选人人选１人,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７人,省直和卫生教育系统代表５人,

省人民团体２人,各代表团团长９人,各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１１人,县(市、区)、乡镇(街道)、村３人,

企业１人,宗教１人.

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１７人.主任委员由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担任,副主

任委员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郭海刚和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巡

视员张国富同志担任;委员１４人,分别是: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各机构负责人１２人,太原市、运城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列席人员共９２３名.我省选举的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等３１个方

面３６９名.驻晋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５名、省政协

委员５４９名.

旁听人员９名.

会议有关名单和办法草案已经省委常委会会

议同意,分别提请有关会议通过后实施.

五、初步审查计划、预算报告和草案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关机构组织完成了计划、

预算报告和草案初步审查工作.会议期间,将召开

省人大财经委全体会议,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审查结

果报告,经主席团会议表决通过后印发大会.

六、安排代表议案建议办理

代表议案建议继续实行网上办理.大会提出

议案截止时间初步确定为１月１３日中午１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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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组组织了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人员业务培

训.会议期间,召开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研究审

查代表或代表团提出的议事原案,向大会主席团提

出议案审查报告.接收代表或代表团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提出交办意见.

七、部署大会安全保卫和信访工作

保卫组坚持“统一指挥、属地负责、条块结合、

密切协作、内松外紧”原则,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了

指挥组、情报信息组、网络安全与舆情组、住地会场

保卫组、交通安全保障组、社会面管控组、应急处置

组、警务督察组等８个工作小组,明确职责分工,严

格值班备勤,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

坚决做到“七个防止”,确保大会期间全省社会治安

稳定和会议各项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信访组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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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了全省“两会”信访工作视

频会议,会前召开各代表团随团信访负责人会议,

对大会信访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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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畅通信访渠道,聚焦集体访、

上访老户的稳定、分流等重点环节,强化应急处置,

保障会议期间良好的信访秩序.

八、安排大会宣传报道工作

新闻组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

针,组织开展各项宣传报道工作.会前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大会筹备情况、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日

程安排等情况.

大会共安排１４家中央媒体和８家省内主要新

闻媒体１４８名记者参会.开幕、闭幕全体会议由山

西卫视、黄河新闻网现场直播,其他全体会议由山

西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在各代表团住

地搭建视频采访室,实行远程采访报道.

九、强化会务和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预备会议、党员代表委员会议、全体会议会场

设在山西大剧院大剧场,主席团会议、召集人会议

会场设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厅.代表团住地安排

在丽华大酒店、湖滨国际大酒店、阳光国际酒店、晋

祠宾馆、龙城国际饭店.其中,太原、吕梁、临汾代

表团在丽华大酒店,大同、忻州、晋中代表团在湖滨

国际大酒店,朔州、阳泉、晋城、解放军代表团在阳

光国际酒店,运城代表团在晋祠宾馆,长治代表团

在龙城国际饭店.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工作人

员安排在山西人大会议中心、花园假日酒店.

会务组和总务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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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为代表

依法履职提供优质服务.住地联络组负责代表团、

住地和大会秘书处的联络协调、服务保障工作.

十、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保障工作

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疫情防控政策,做好疫情

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实行相对闭环管理、统

一行动,报到时组织核酸检测,必要时增加工作人

员检测频次.代表、列席人员、工作人员及服务保

障人员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和自我防护,公共场所全

程佩戴口罩,发现身体不适,及时向疫情防控组、所

在代表团、住地医务室反映,妥善处理,不能正常参

加会议的,履行好请假手续.住地会场落实预防性

消毒措施,房间配备基本防护用品、公共区域摆放

必要药品,对参加会议保障的医护人员进行筛选.

各住地、会场设置医疗室和留观室.５个代表

住地分别派驻一医一护和一辆救护车.山西白求

恩医院、省人民医院、山医大一院、山医大二院、太

原市第四人民医疗为指定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会

议期间专家组成员２４小时应急备勤,及时为与会

人员提供诊疗服务.

十一、严明大会纪律和工作要求

大会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制作印

发严肃换届纪律的提醒函和告知书,要求所有与会

人员严格落实会风会纪“十不准”要求.明确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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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团长为落实会风会纪“第一责任人”,各代表团

指定１名会风会纪联络员,具体落实会风会纪方面

的规定要求.设立“１２３８８”“１２３８０”举报受理平台,

设置会风会纪监督举报接待室,安排专人接待来

访.会风会纪监察组采取住会日常监督、随机巡查

抽查、及时提醒预警、外围配合检查等方式方法,全

过程、全覆盖、全方位加强会风会纪监督检查,切实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大会筹备组将以大会指导思想为统领,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精益求精做好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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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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建刚

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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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罗清宇委托,现就山

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

查情况报告如下: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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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

新一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问题›的通知»,按照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关于做好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工作的通知»,截止２０２３年１月８日,全省

１１个设区的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驻晋部队分别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军人代

表大会,共选举产生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５５２名.

各选举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

署,依法做好代表人选推荐提名、考察酝酿和大会

选举等方面工作,保证代表行使民主权利.选出的

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按照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保证了

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

选出的代表中,工人３８名(含农民工９名),农民

６５名,专业技术人员１６０名,国有企业负责人２５

名,非公经济人士２３名,公务员２１０名,其他１３

名,分 别 占 ６８８％、１１７８％、２８９９％、４５３％、

４１７％、３８０４％、２３６％,其中,工人、农民、专业技

术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非公经济人士比例比十

三届有所增加,公务员和其他比例比十三届有所降

低;领导干部１８３名,占３３１５％;妇女１６３名,占

２９５３％,比十三届有所增加;中共党员３５０名,占

６３４１％,民 主 党 派、无 党 派 和 群 众 ２０２ 名,占

３６５９％;连任代表１９３名,占３４９６％;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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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名、归侨 ２ 名、解放军和武警 １８ 名,分 别 占

１８１％、０３６％、３２６％.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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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规定,对选出的

５５２名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

认为１２个选举单位的省十四届人大代表选举符合

有关法律规定,５５２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

太原市、长治市、运城市选出省十四届人大代

表之后,太原市选举的杨万林因工作岗位调整提出

辞去代表职务,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同意杨万林的辞

职申请,杨万林的省人大代表资格终止;长治市选

举的林武、运城市选举的于英杰因工作变动调离山

西,林武、于英杰的省人大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截止目前,实有省十四届人大代表５４９名,出

缺３名.现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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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月９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次会议,依据中央和省委文件通知、代省长金

湘军的提名

决定任命:

李成林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公安厅厅长;

赵红严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杨勤荣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决定免去:

于英杰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议程

　　一、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向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书面)

三、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议程(草案)(书面)

四、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

五、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六、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七、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八、审议人事任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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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２０２３年１月９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八项议程.

１月９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草

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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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筹备组负责人郭海刚作的关于省十四届

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

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李建刚作的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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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

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

程(草案);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山西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审议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审议关于

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审议人

事任免议案.

１月９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向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工

作报告稿;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议

程;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单;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表决

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同志向通过任命

的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成林、副省长赵红严、副省

长杨勤荣颁发任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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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清宇主持,由李成林

同志领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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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人,实出席５１

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卫小春、岳普煜、

李俊明、王纯、张志川,秘书长郭海刚,委员于亚军

(女)、王卫星、王仰麟、王利波、王继伟、王联辉、卢建

明、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乔光明、乔建军、

刘本旺、刘志宏、刘美、闫喜春、关建勋、李亚明、李

建刚、李俊林、李效玲(女)、李福明、杨志刚、宋伟、张

世文、张李锁、张钧、张葆(女)、陈继光、武涛、苗伟、

赵建平、秦作栋、袁进、郭玉福、黄卫东、黄岑丽(女)、

梁若皓、梁俊明、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薛维栋.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委员王宏、汤俊权、张

锦(女)、贾向东、高新文、郑强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全体会议的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

旸;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孟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列席本次常

委会会议的还有: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派驻机

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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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佛安在山西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

　　１月１６日下午,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

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大会胜

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蓝佛安主

持会议并讲话.

蓝佛安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一次高举旗

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解放思想、砥砺奋进的

大会,是一次民主团结、风清气正的大会.大会选

举我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各位代表和全省

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一定

忠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不断把山西人大工作和

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不负党中央重托,不负全省人

民期待.

蓝佛安指出,过去一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之年,也是山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内第三次莅晋考察调

研,带来深切关怀,作出科学指引,给３５００万山西

人民以巨大鼓舞.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战胜了不少前所未有的

困难和挑战,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绩和进步.新征

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全省广大干部

群众勠力同心,我们一定能够推动山西各项工作和

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实现新进步.

蓝佛安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山西加快推动

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转型目标的重要时期.全省

上下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

十大精神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和省

人代会精神上来,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

优势,谋划实施、努力办成一批打基础、利长远、促

转型、增动能、惠民生的大事要事,以昂扬姿态、务

实作风和过硬本领,不断开创山西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为２０３０年基本完成资源型经济转型任务打下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坚实基础.我们要旗帜鲜明讲

政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刻地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山西的

新作为新发展来体现对党忠诚.我们要坚定不移

推转型,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定扛起转型综改

试验区建设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等重大使命,

紧紧围绕建设“三区三地”等既定目标,通过狠抓解

放思想深化对山西高质量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通过狠抓改革创新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使

山西在新征程上更加主动、更有优势.我们要真心

实意解民忧,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对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事业继

续加大投入、补齐短板,对重大民生政策实施提标

扩面、动态调整,对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重大民生

关切继续抓常抓细、守牢底线,让老百姓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有品位.我们要团结一心向

前进,共创山西美好明天.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牢记“三个务必”,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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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服务群众的

本领、防范化解风险的本领,做到敢于谋事、勇于干

事、善于成事,与全省人民一起奋斗,齐心协力把山

西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蓝佛安强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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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各

级人大代表要坚定政治立场,树牢法治思维,厚植

人民情怀,积极建言献策,为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

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推动形成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强大合力.

大会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解放思想、守正创新,求真务实、团结奋斗,在高质

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奋力续写山西践行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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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政府代省长金湘军所作的«山西

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政府

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今后五年工作总体

安排和２０２３年重点工作,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政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决

策部署,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按照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围绕建设“三区三地”,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把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

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转型发展,持续改善

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号召,全省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山西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

前行,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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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

代省长　金湘军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

意见.

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刚刚过去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

里程碑意义的五年,是我省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的五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视察山西,发

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省发展领航把舵、

指引方向,激励鼓舞全体三晋儿女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五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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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政方针,按照省第十

一次、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转型综改试

验区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大踏步前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迈出坚实

步伐!

五年来,我们狠抓发展第一要务,综合实力迈

上新台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全省经济发展持续进位提质.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推进省级重点工程

建设,大张高铁、郑太高铁、大西客专全线建成通

车,太原至吕梁开通动车,全省历史性实现市市通

动车.太原地铁２号线通车运营,长治至临汾等高

速公路建成通车,集大原高铁、太原西北二环高速

等项目开工建设,新改建“四好农村路”和三个一号

旅游公路７６万公里.促进消费升级,加快发展消

费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培育外贸主体.全省 GDP

从２０１７年的１４５万亿元接连突破２万亿元、２５

万亿元大关,年均增长约６％,总量在全国的位次

上升到第２０位,人均 GDP迈上７万元新台阶,山

西在全国经济版图的地位更加凸显!

五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

发展驶入快车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

实推进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产

业转型步伐加快.累计投入技术改造资金８８亿

元,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率先转型.实施战略性新兴

产业电价机制,积极培育重点产业链和特色专业

镇,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强力推动“六新”突破,

太钢不锈高端冷轧取向硅钢、山西中来高效单晶光

伏电池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达效,涌现出手撕

钢、第三代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新产品,非

煤产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快于煤炭,工业战略性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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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１１６％、

１１７％.实施服务业提质增效十大行动,服务业增

加值突破万亿元.数字经济发展势头日益强劲.

５G基站达到６７万个,太原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建成运行,晋阳湖峰

会影响力持续扩大,数字经济规模突破５０００亿元.

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扎实推进,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加速隆

起,连续成功举办旅发大会、康养大会、大河文明旅

游论坛,５A级景区增至１０家.开发区持续提质增

效.“三化三制”改革深入推进,“承诺制＋标准地

＋全代办”改革集成效应充分显现,一般工业项目

实现“全承诺、零审批、拿地即可开工”.开发区数

量增加至９３个,工业类开发区规划面积、规上工业

增加值分别占到全省的１８６％、３１％.创新生态

持续优化.“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工程深入推进,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活动提质增效,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倍

增,中国(山西)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成运行,国家

实验室唯一的基地落户山西,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

７家,５家省实验室建成运行,引进一批院士专家等

顶尖创新人才,２８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高

端纯铁基材等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涌现,山西转型发

展跑出“加速度”!

五年来,我们坚决担当国家使命,新型综合能

源基地建设再谱新篇.扛牢党中央赋予的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重大使命,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

快释放煤炭优质产能,推进５G 智慧矿山建设,开

展煤炭绿色开采试点,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升至

８０％,产量达到１３亿吨、位居全国第一.电力机组

超临界、超超临界比例不断提升,电力市场化改革

领跑全国,外送电规模持续扩大.非常规天然气持

续增储上产.风光发电装机容量位居全国前列,氢

能、地热能、新型储能和能源互联网等加快发展,垣

曲、浑源等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新能源和清洁

能源装机达到４９００万千瓦、占比４０２５％.能耗

强度累计下降１６％.成功举办太原能源低碳发展

论坛,发出能源革命最强音!

五年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动力活

力显著增强.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改组组建一

批引领转型的旗舰劲旅,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圆满收

官,提质增效及扭亏减亏三年行动接续实施,省属

企业主要经营指标进入全国前列.全面加强预算

管理,扎实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扎实

推进地方金融改革化险和提质增效,完成政府性融

资担保市县一体化改革,完善穿透式监管体系,推

进城商行、农信社改革化险,组建山西银行,守住了

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出台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３０条”“２３条”等政策措施,民营经济

不断发展壮大,华翔集团成功上市.复制推广自贸

区改革试点经验,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太

原、大同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太原

国际邮件互换局开通运营.成功举办外交部山西

全球推介活动和中博会,积极参加进博会、服贸会

等展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持

续扩大,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在我省累计投资设立１０３

家外资企业,建立国际友城６３对、友好合作伙伴

１１７对,内陆地区挺进了改革开放新前沿!

五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市场主体培育和营商环

境建设,经济生态持续优化.培厚市场主体发展土

壤,落实国家及我省助企纾困政策,累计新增减税

降费近２２００亿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进

登记注册便利化,推行简易注销,市场主体登记时

间由２８５天压缩至０５天.大力推进“小升规”.

五年来,市场主体数量增长１８９２万户,净增规上

工业企业３７００户,“专精特新”企业增长１０倍、达

到２１１３户.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编制“十四

五”营商环境规划,开展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创

新推出“五有套餐”,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

务”,“一枚印章管审批”“证照分离”等改革走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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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前列,营商环境４项重要指标跻身全国标杆,８

个典型案例入选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三无”“三可”

营商环境成为山西的靓丽名片!

五年来,我们着力优化城乡区域发展布局,三

晋面貌喜焕新颜.高起点构建“一群两区三圈”城

乡区域发展新布局,高质量推进中部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统筹推进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和转型综改

示范区提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全省高

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１１５０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达到５８５７公里,９５７％的县实现高速公路覆盖,

客运航线达到３０４条,大水网骨干工程取得突破性

进展,为山西后发赶超提供了强力支撑! 深入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４７３５个.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粮食生产连年丰收,２０２２年粮

食产量２９２９亿斤、亩产６１９７斤,双双创历史新

高.国家农高区建设扎实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产

业集群快速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５８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７９９３个贫困村全部出列,３２９万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阔步迈上了奔向共同富裕的康

庄大道!

五年来,我们以“双碳”战略牵引绿色发展,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有序推进碳达峰山西行动.

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扎

实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深入开展

国土绿化行动,完成营造林２５０９９万亩,森林覆盖

率提升至２３５７％,历史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扎

实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

示片反馈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７４５％,重污染天

数减少 ８５％,PM２５ 浓度 ３８ 微克/立方米、降低

３０９％,SO２ 浓度１２微克/立方米、降低７６５％,

设区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地表水国考断面

优良水体比例提升３１９个百分点、达到８７１％,

汾河水质稳定达到Ⅳ类以上,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画卷正在三晋大地徐徐展开!

五年来,我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民生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开展抗击疫情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２０２１年成功应对有气象

记录以来最强秋汛,水毁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全面完

成,因灾受损农房全部完成重建修缮,灾后恢复重

建赢得人民群众点赞.财政收入八成以上用于民

生,持续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全民技能提升工程累

计培训６２０万人,城镇新增就业２５５万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２１６７万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并不断进位.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提高 １０４００ 元、５５３０ 元.建设

３０６１所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改造２０４６所寄宿制学

校.实施高等教育“三个调整优化”,“双一流”建设

成效显著,历史性实现本科高校设区市全覆盖,农

大农科院合署改革不断深化,山西师大整体搬迁太

原.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持续提高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实施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稳

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

和救助制度.３个国家级、４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加快建设,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持续深化.文

化事业繁荣发展,一批优秀文艺剧目获国家级大

奖,“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扎实开展,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大幅提升,襄汾陶寺等５

项考古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武乡县入选全

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二青会成功举办.

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城乡社区治理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显著.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平安山西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五年来,我们积极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政府治

理效能持续提升.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格落

实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扎实开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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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加快

建设清廉政府.严格执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

议决定,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督,五年共办理人大

代表建议４３１０件、政协提案４６０７件,出台政府规

章３９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顺利完成政府机构

改革,累计取消、下放、调整省级行政审批事项１６２

项,省市县三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全部公布.数字

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实现五级全覆盖.覆盖省市县乡的“１３７１０”督办功

能不断优化,“１＋N”抓落实工作机制成效显著,政

府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五年来,外事、侨务、港澳台、民族、宗教、科普、

史志、档案、参事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妇女、儿童、青

少年、残疾人、红十字等事业取得新进步,对口援疆

工作取得新成绩,国防动员、双拥、人民防空工作扎

实推进,各项事业呈现新气象!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２０２２年,习近平总书记春

节前夕再次视察山西,勉励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上不

断取得新突破,续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篇章,给予我们巨大鼓舞和强大动力! 一年

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贯

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及省委历次全会精神,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

全,同步推进“两个转型”,全省经济持续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多项预期性指标创历史最好成绩,约束

性指标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目标,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态势强劲,在克服重重困难中交出了引以为豪

的优异答卷!

一是以强烈使命担当坚决扛起能源保供政治

责任.以能源“五个一体化”为牵引,扎实推进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和煤炭生

产满负荷高位运行困难,千方百计挖潜增效,坚持

日跟踪、月调度,以日保月、以月保年.在２０２１年

保供１６个省区市的基础上,２０２２年煤炭日均产量

达到３５６万吨,以长协价保供２４个兄弟省份电煤

６２亿吨.在能源供需紧张形势下,山西人民发扬

革命老区精神,每天约２３万产业工人日夜奋战在

井下生产一线,约２００万吨煤炭源源不断输送到全

国各地,为全国能源保供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以政策组合拳推动经济顶住压力实现平

稳健康发展.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超预期

因素影响,落实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制

定我省稳经济“４６条”和接续“２７条”,实施稳工业

“７０条”、服务业恢复发展“６１条”“１０条”、加快复

工复产和服务业复苏若干措施等政策举措.坚持

月分析、季调度,定期研判,省领导带队开展３轮督

导服务,扎实推动各类政策精准落地、直达快享.

发挥项目总指挥部和分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出台

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２１条措施,实施“百项堵点疏

解行动”,争取专项债额度６８４亿元、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基金额度１０７５亿元,省级重点工程完成

投资３０４６亿元.推出“晋情消费品质生活”系列

促消费活动,发放政府数字消费券近２３亿元,带动

消费２４８亿元.预计全省 GDP增长４５％左右,

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为全国稳定经济大盘作出了

贡献!

三是以人民至上情怀坚决打好防疫阻击战.

面对疫情持续冲击特别是九月底以来“多省输入、

多点散发、多链传播、局部聚集”的严峻形势,省委

科学指挥,坚决落实国家二十条、新十条,因时因势

调整优化防控举措,强化医疗资源配置和储备,持

续提升流调溯源、核酸检测、医疗救治能力.各级

各部门各单位闻令而动,广大防疫人员和医护工作

者白衣为甲、逆行出征,枕戈待旦、连续作战,社会

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全省上下众志成城、协同配合,

成功应对处置多起散发疫情冲击,打赢运城、大同、

太原、忻州等地疫情阻击战,最大限度守护了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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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这场长达三年的艰苦卓

绝的抗疫斗争中,卫健、疾控、医疗卫生、公安、交

通、农村、社区、企业等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都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让我们向他们

致敬! 为他们点赞!

四是以十大平台建设推动市场主体逆势增长.

面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生

存发展困难,一手助企纾困,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

关,一手着眼长远,大力建设乡村e镇、文旅康养示

范区、楼宇经济、流量经济等十大平台,促进市场主

体集聚、产业集群发展.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

扎实开展市场主体建设年活动,制定“１＋１＋８＋１”

政策措施体系,组建省市县三级工作专班,完善工

作机制,细化重点举措,狠抓政策落地见效.精选

特钢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

产业链,推行产业链链长制,确定２０家“链主”企

业,实施“政府＋链主企业＋产业园”招商,１０条重

点产业链营业收入总额预计突破３８００亿元.首批

建设杏花村汾酒、清徐老陈醋、定襄法兰、太谷玛钢

等十大特色专业镇,配套出台扶持政策,推动专业

镇做大规模、转型升级、打响品牌.全省市场主体

达到３９７９万户、同比增长２６１％;涉税市场主体

１８２１万户,增长３２１％;新登记市场主体１０３８

万户,增长１倍,在各种超预期因素交织叠加影响

下,市场主体量质齐升,活力充分迸发!

五是以改革创新强力推动中部城市群和太忻

一体化经济区建设.顺应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

发展大势,抢抓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进入国家规划

的重大机遇,成立建设领导小组,完善顶层设计,做

好规划引领,加强协调保障,推动中部城市群五市

联动机制化、协作常态化.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强势

起步,太忻城际列车顺利开通,太忻大道全线通车,

大盂产业新城和秀容新城建设步伐加快,千亿级高

端装备制造、百亿级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等产业聚链

成势,“北引擎”作用日益凸显,山西融入京津冀、对

接雄安新区步伐加快!

在多年持续努力的基础上,我们办成了不少打

基础、利长远、促转型、增动能、惠民生、防风险的事

情.中部引黄供水实现“零的突破”,太原市第二水

源滹沱河供水工程开工建设;雄忻高铁、太原机场

三期改扩建等重点工程正式开工,三个一号旅游公

路主线基本贯通,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在加快形

成;新登记市场主体数量、实有企业数量均突破

１００万户,转型根基进一步夯实;运城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获批,转型综改示范区获批国家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开放平台建设有了新突破;山西

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的三个学科跻身国家“双一流”

学科,全省累计有１９５个本科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三个学科晋级 A 类学科、实现

“零的突破”,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加快;怀柔实验

室山西基地揭牌,高速飞车实验线成功首航,科技

创新结出丰硕成果;“三区三线”划定获得国家批

复,国土空间不断优化,用地保障持续增强;实施

３０８８万套房屋产权登记确权颁证“清零行动”,惠

及三百万户群众;公益性零工市场实现市级全覆

盖;白求恩医院、省肿瘤医院、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快建设,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住

院、门诊和５种门诊慢性病跨省就医费用医保报销

直接结算,群众看病就医更加方便;我省强化煤炭

增产保供保障能源安全等三项典型经验做法受到

国务院通报表扬.全省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扎实,

转型发展动能更加强劲,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铺展

开更加绚丽的画卷!

各位代表,五年的发展历程令人难忘,发展成

绩令人鼓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

干部群众奋力拼搏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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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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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警和中央驻晋单位,向关心支持山西改革发展的

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

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还有不少短板弱项;动能转换还不够快,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市

场主体和民营经济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营商环境

需要进一步优化;改革开放还需持续深化;生态环

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人民群众在就业、增收、教

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还有很多期待和

需求;一些领域存在风险隐患,统筹发展和安全任

务繁重;政府系统抓落实的本领还需进一步提升,

一些干部能力作风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等等.我们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有

力举措,认真加以解决.

各位代表,五年极不寻常的经历给了我们许多

深刻的启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捍卫

“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执行党中央及省

委决策部署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奋勇前行;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转型

发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必须解放思想、守正创新,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以市场化改革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以高水平开放拓展高质量发展

空间,以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动能;必须坚持人民至

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在高质

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实践

标准,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从两难甚至多难中

找到最优解,在多重目标中达到平衡点;必须统筹

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

动,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

篇章!

二、今后五年工作总体安排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是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奋力实现转型目标任务的重要时期.做好今后

五年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

求,围绕建设“三区三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加快转型发展,持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未来五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

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转型发展形成重大标

志性成果,“三区三地”建设成效显著,GDP达到

３５万亿元,人均 GDP突破１０万元,在全国发展

大局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取得新进展,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每年

提高一个百分点,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增长１５％以

上;能源革命成效明显,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加快构

建,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９５％左右,新能源和清

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５４％,煤层气产供储运能力

明显提升,在落实国家使命和国家战略中的责任担

当进一步彰显;创新生态持续优化,研发投入强度

持续提升,人才支撑更加坚实;高标准市场体系加

快建设,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健全,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迈出新步伐,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活

力不断激发,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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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挥;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太

忻一体化经济区、转型综改示范区成为高质量发展

强劲引擎,城市更加宜居韧性智慧,农村更加宜居

宜业和美;文化强省建设迈出更大步伐,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森林

覆盖率不断提升,美丽山西建设成效显著;人民生

活品质明显提高,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平安山西建设深入推进,政

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在此基础上,持续努力、接续奋斗,到２０３０年基本

完成资源型经济转型任务,到２０３５年与全国同步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按照上述目标要求,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牢记发展第一要务和高质量发展首要

任务,围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同步推

进产业转型和数字转型,加快构建多点产业支撑、

多元优势互补、多极市场承载、内在竞争力充分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

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坚决扛起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政治责任,全力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供给

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对外合作,加快煤炭和

煤电、煤电和新能源、煤炭和煤化工、煤炭产业和数

字技术、煤炭产业和降碳技术一体化发展,积极创

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

(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牵引全面深化改

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

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补齐商品要素

市场短板,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提升监管现代化水

平,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

完善的市场体系.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激发转

型动力活力.

(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内陆地区

对外开放新高地.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

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融入国家开放战略,提升开

放平台功能,拓展国际航线,壮大外贸市场主体,加

快发展外贸新业态,积极吸引外商投资,扩大进出

口规模.

(五)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坚持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引导

消费预期,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开拓消费

新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构

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

的关键性作用.更好发挥我省综合能源基地、基础

材料产业、文化旅游资源、算力基础设施等比较优

势,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不断提升区域竞

争力.

(六)统筹推进市场主体倍增和营商环境建设,

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坚持“保主体、增主体、活主

体、强主体”并重,深入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建

设市场主体集聚平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争市

场主体突破６００万户,规上工业企业达到１万户以

上.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

企业家权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三无”“三

可”要求和“五有套餐”全面落地,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七)深入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着力优化创新

生态,构建高质量现代教育体系,提升“双一流”建

设水平,强化人才支撑,搭建创新平台,完善创新激

励机制,加强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促进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

(八)完善城乡区域发展布局,全面推进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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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推动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推进太忻

一体化经济区和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统筹推进晋

北、晋南、晋东南城镇圈建设.推进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落实农业强国战略部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

(九)强化“双碳”牵引,加快建设美丽山西.围

绕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

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有序推进碳达峰

山西行动,扎实开展“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

理,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和用地等结构调整优

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紧紧

抓住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创新文化

服务供给.促进全省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各位代表,未来五年,我们要围绕２０３０年基本

完成资源型经济转型、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加

快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谋划实施一批

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惠民生的大事要事.一是

全力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中部引黄县县域配套工

程、小浪底引黄二期工程全面完工,大小水网同步

建成投运,设区市第二水源全面建成,全省防洪能

力提升工程全部完工,基本建成“三纵九横、八河连

通,多元互补、丰枯调剂”的现代水网骨干架构,全

省水安全水保障水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二是全力

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新增、恢复水浇地３００万亩,建

设改造高标准农田１２００万亩以上,新发展设施农

业５５万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３００亿斤以上.

三是全力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雄忻高

铁建成通车、太绥高铁开工建设,实现“县县通高

速”,太原机场三期建成通航,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全

面建成,太原地铁１号线建成通车.四是全力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双一流”高校“保二争三”、

“双一流”学科“保三争五”,每个县至少有一所优质

公办高中.五是全力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加快建设

怀柔实验室山西基地,积极创建崖州湾实验室杂粮

基地,加快推进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

(山西)建设,建设高速飞车等创新平台,全国重点

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达到１５家以上.六是全

力改善环境质量,完成“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建

设,汾河流域水质全面达到优良,全省地表水国考

断面优良比例达９０％以上,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和城市黑臭水体,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蓝天白云成为常态.七是全力提升公共卫生

服务质量,推进３个国家级、４个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力争５０所县级医院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水平.八是全力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建设省美术馆、省非遗数字博物馆、省文化馆新

馆和多个富有山西特色的标志性专题博物馆,推动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一体化体系化,丰富高品

质文化供给.我们就是要敢于谋事、勇于干事、善

于成事,让山西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

越有品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越走越

宽广!

各位代表,未来五年的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

为２０３０年我省基本完成资源型经济转型任务打下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坚实基础.到那时,山西经济社

会更加繁荣、转型态势更加强劲、人民生活更加幸

福、生态环境更加靓丽,三晋大地更加美好! 我们

坚信,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团结一心、砥砺

奋进,壮丽蓝图一定能早日变为美好现实!

三、２０２３年重点工作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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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新一届省政府依法履职的起步之年.做好各

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步推进产业转型

和数字转型,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加快锻长补短,深

化改革开放,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

作,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６％

左右,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争取更好结果;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７％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７％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５％,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城镇新增

就业４５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５５％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３％左右.约束性指标

不折不扣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在统筹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重点抓好以下

工作:

(一)以制造业振兴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转型.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实现从“一煤独大”向“多业

支撑”转变.

加快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在确保安全生

产前提下,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力争煤炭产量

达到１３６５亿吨.做好电煤稳价保供.积极布局

先进环保高效煤电机组,稳妥推进煤电项目“上大

压小”,完成煤电机组“三改联动”１６００万千瓦.推

进外送电通道建设.加快现代煤化工高端化多元

化低碳化发展,促进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支持

朔州市抓好煤新一体化及煤化一体化,推动煤制高

端化学品、煤制高端碳材料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促进煤炭向原料、材料、终端产品转变.建设风电

光伏五大基地,支持大同市抓好风光火储及源网荷

储一体化.推进氢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开发利

用,力争开工５个以上抽水蓄能项目,加快推进２

座新能源汇集站建设,发展移动储能.扎实推进能

源互联网试点,开展虚拟电厂试点示范.

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高能源

原材料产业精深加工能力,鼓励开展再生铝镁业

务,支持吕梁市打造百万吨千亿级铝镁产业集群.

推动法兰、玛钢、玻璃器皿、日用陶瓷等产业强龙

头、拓市场、塑品牌.支持企业加大技术设备投入

和智能化改造,推进“两化融合”,打造一批智能工

厂、智能车间.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推进钢铁、

化工等行业工艺装备升级改造,推动焦化企业全面

实现干法熄焦,４３米及以下焦炉全部关停.支持

临汾市抓好临浮产业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建设.

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做

强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千亿产业,做

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现代医药和大健康、合成生

物、现代煤化工等百亿产业,加快量子产业、人工智

能、绿色低碳、高速飞车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

广.支持晋中市抓好新能源汽车集群打造及应用

场景拓展.做大做强“链主”“链核”企业,加快引育

配套企业,力争在三年内培育形成特钢材料等六条

千亿级、光伏等四条五百亿级产业链.强化专业镇

梯次培育,支持专业镇建立完善检验检测、现代物

流、研发设计、电子商务等公共服务平台,做强首批

十大重点专业镇,新增省级专业镇５个以上,努力

打造北方地区新的特色制造产业和消费品工业集

聚区.支持大同市举办首届山西特色专业镇投资

贸易博览会.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抓好数字经济对标发展,

健全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监测考核体系.大力

培育电子信息制造、信创、大数据、软件等数字产

业,做强智能终端、信创整机、碳化硅等优势产品.

打造一批省级数字经济园区,建设一批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推动绿色数据中心创建、运维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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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各行业领域数字化改造,建设冶金、装备、

化工等领域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完善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加快二级节点应用推广.支

持晋城市抓好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先行区建设.推

动数实融合、数智赋能,拓展数字融合应用新场景,

发展数据登记、标注、评估等服务业态.支持阳泉

市抓好数智新城建设.启动“灯塔工厂”创建行动.

各位代表,转型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出路.前进道路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转型

发展.要锚定转型不动摇,以非常之力、恒久之功

加快培育新动能、持续构筑新支撑,推动山西经济

华丽转身、行稳致远!

(二)扎实开展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制定我

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１＋N”政策文件,扎实推

进各项重点任务.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对照国家负面清单,全

面清理违规设立的准入许可和准入环节的隐性门

槛,实施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完善与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相适应的准入、审批、激励惩戒机制,研

究制定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加大对民营

企业进入产业转型、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

保、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开展放宽市场准

入试点,降低企业准入准营制度性成本.

完善市场基础设施.着力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发展智慧物流,推进公铁海多式联运大通道建设,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着力补齐商品市场短板,鼓

励商贸流通业设施升级、模式创新,打造一批商品

市场示范基地,支持县域商业体系项目建设,推进

公益性大型农贸市场建设.加快发展智能市场,积

极发展智慧商店、智慧街区、智慧商圈,建设一批智

能消费综合体验设施.完善质量基础设施,逐步搭

建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国家级质检中心、

产业计量中心.加强储备体系建设,提高粮食等农

产品和能源、农资、矿产品原材料、应急专用物资储

备能力.引导平台企业健康发展,争取平台经济头

部企业在晋设立地区性总部、区域运营中心,加快

在网络货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能源产品等领域

打造若干大型平台企业,推动统一销售结算.

打造特色优势产品交易平台.着力打造辐射

全国的煤炭、焦炭交易中心,编制发布全品种煤炭、

焦炭等价格指数,构建涵盖供应链、金融、储备等功

能的综合服务体系.主动参与全国电力现货交易

规则制定和区域电力市场建设.依托法兰、玛钢、

汾酒、陈醋等特色产品,构建融合商贸会展、电子商

务、现代物流等功能的专业化交易平台.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积极发展证券、基金、

期货等非银金融机构,加快补齐风投创投短板,培

育壮大合格机构投资者,大力推进企业上市倍增计

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重大项目

用地保障机制.积极推行开发区工业用地“标准

地”出让,推进不动产“带押过户”“房证同交”“地证

同交”等改革.建设全省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建

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做好人

才服务.积极发展技术和数据市场,推动知识产权

交易和科技成果转化,推进山西大数据交易平台

建设.

创新和加强市场监管.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常态化,完善“互联网＋监管”.健全对新业

态、新模式等的包容审慎监管,加强对直接涉及公

共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等领域的严格监管,推进信

用分级分类监管.

各位代表,高质量发展要有高标准市场体系

支撑.我们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

态,搭建市场大平台,畅通经济大循环,更好融入全

国统一大市场、全面融入新发展格局,不断提升山

西板块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三)深入开展市场主体提升年活动.不断加

大政策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净增规上工业企业

８００户.

加快打造高水平集聚平台.在继续推动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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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延链强链、做实做深,促进专业镇抱团发展、梯次

培育的同时,重点打造四类平台.着力打造乡村e

镇.推进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体系贯通发展,

统筹建设县级公共仓配中心,引导邮快、交快、快快

深度合作,推动乡村服务站(点)全覆盖,构建“产业

＋电商＋配套”生态,推动１００个乡村e镇全部建

成运营.着力打造文旅康养集聚区.依托世界文

化遗产、高等级景区等资源,围绕文化体验、山岳度

假、康养健身等类型,集中打造１０个文旅康养集聚

区,集聚一批星级酒店、精品民宿、特色文创、旅游

服务、康养等市场主体.着力打造高水平“双创”平

台.加快推进智创城产城融合、功能提升,建设专

业孵化器和专业化众创空间,引进高水平“双创”运

营团队,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

园”的“双创”全链条培育体系.着力发展农业龙头

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装备升级,组

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培育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超

５０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超９００家.

全力以赴惠企助企.丰富政策“工具箱”,建立

涉企政策“一站式”平台,精准匹配、精准推送,实现

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奖补资金“一键直达”.发挥

工作专班作用,深入开展入企帮扶活动,“一企一

策”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永不下线”为企业提

供热情精准服务.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坚持对标一流,深化“放

管服”改革,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狠

抓营商环境３０版改革落实,复制推广一批营商环

境创新试点改革,持续深化“一枚印章管审批”“证

照分离”“一业一证”等改革,推动更多事项“一件事

一次办”,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各位代表,我们就是要为创新创业者搭建更多

平台、创造更好环境、提供更优服务,让市场主体青

山常在,让经济发展生机勃发!

(四)全力推动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加快中部城市群建设.落实好中部城市群高

质量发展总体规划,推动太原与周边四市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太

原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高水平开发潇河新城、

汾东新区,提升太原都市区综合承载力.

推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高质量发展.适度超

前谋划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太忻数据

流量谷、国科(山西)新材料技术创新基地、海峡两

岸(太原)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大盂产业新

城与现有开发区整合,促进秀容新城产城融合,加

快太原火工区搬迁改造,打造太忻科创共同体,努

力建设“两个转型”的先行区、数字经济的场景地

标、数实融合的示范标杆.

增强转型综改示范区发展动能.创新管理工

作机制,加强政务服务集成,健全公共服务平台,完

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配套.狠抓招才引智,加快建

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着力培育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打造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建设宜居宜

业示范新区.

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提高城市规划、建

设、治理水平,做好城市体检评估,开展城市更新试

点.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市政路网８３０公

里,完成６６０公里雨污合流管网改造,开工改造老

旧小区１８５５个,完善城区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新建

公共充电桩３万台.推进海绵城市、绿色低碳县

城、完整居住社区试点.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以太

原市为重点,开展城市信息模型、建筑信息模型建

设.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扎实开展

文明城市创建.支持长治市抓好资源型城市转型

及创新型城市建设.

各位代表,新型城镇化承载着人民群众过上现

代文明生活的梦想.我们就是要顺应人民意愿,遵

循发展规律,以工匠精神打造现代化城市,带动“四

化”同步发展,让城乡人民群众共享现代文明新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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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进项目建设扩量提质.树牢“项目

是第一支撑”鲜明导向,做实做细“五张清单”,以高

质量项目建设支撑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实施“十

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铁路

方面,扎实推进雄忻、集大原等高铁建设,推动太原

铁路枢纽西环线开工建设,推进太绥高铁等重点项

目前期工作,加快形成以太原为中心的放射型高铁

网.公路方面,加快推进１０个续建高速公路项目,

建成太原西北二环、离石至隰县２条高速公路,新

开工太旧高速扩容改造等６个高速公路项目,推进

国道１０８、２０８、３０７等一级公路贯通工程,新改建农

村公路３５００公里,再建成三个一号旅游公路支线、

连接线２４００公里.机场方面,加快推进太原机场

三期、运城、临汾机场改扩建和朔州机场新建等项

目,推进晋城机场项目前期工作,布局建设一批航

空飞行营地项目,加大通航示范省建设力度.新基

建方面,以国省公路沿线、旅游景区为重点,布局建

设充换电设施,推进高速服务区能源岛建设.新建

５G基站２５万个,加快太原、大同、阳泉、吕梁等算

力枢纽节点建设.水利和生态环境方面,大力推进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实施好十项骨干工程和

２００余项子工程,实施全省河流防洪能力提升工

程,加快推进现代水网重点工程,推动黄河古贤水

利枢纽工程及早开工,深化“五水综改”,严格控制

地下水开采,力争晋祠泉早日复流.

实施一批重点产业转型项目.在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育、数字经济发展、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能源

产业“五个一体化”、农业特优发展等方面谋划实施

一批重大项目,支持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改造.

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常态化向民间资本

推介项目,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工程和补

短板项目建设.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规

范发展,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参与基础设施不动产投

资信托基金试点,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盘活城市老旧

小区、老旧厂房、文化体育场馆等资源资产.引导

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加强民间投资融资支持.

促进招商引资提质增效.推动向开发区赋权

再升级,发挥“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集成

效应,提升“区内事、区内办”水平,滚动开展“三个

一批”活动,提升开发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质量,

打造开发区升级版.探索招商部门“三化三制”改

革,整合各方招商力量,动态完善招商图谱,开展市

场化、专业化、精准化招商.

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切实发挥项目指挥部作

用,加强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

难问题.用好用足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等有利政策,争取国家金融债券支持,着力破解

项目融资难题.加快释放“三区三线”调整政策红

利,保障项目用地.持续推进“两高”企业节能减排

改造和腾笼换鸟,挖潜能耗环境容量.着力提高审

批服务效率,服务保障高质量项目建设.

各位代表,抓好今天的项目,就是播下明天的

希望! 全省各级都要强化抓项目意识,提升抓项目

能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赛场上谋项目、干项目、比项

目,为山西转型发展汇聚更大更多能量!

(六)促进文旅、服务业和消费回暖升级.

多措并举提振消费.贯彻落实国家及我省促

消费系列政策,增强消费能力,提振消费信心.开

展促消费系列活动,再发放一批电子消费券和“爱

心消费券”,促进重点领域消费加快恢复,支持住房

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推动甲醇汽车

省内推广,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开展绿色建

材、绿色智能家电下乡,鼓励家电等大宗消费品以

旧换新.积极发展假日经济.加强新型消费基础

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无接触消费等新型

消费,拓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持续

改善居民消费环境,打造一批重点商圈和特色街

区、“夜经济”集聚区,不断提升城市“烟火气”.

分类指导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持续开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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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提质增效十大行动,积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

业新体系.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科技服务、现代金

融、中介咨询、高端商务、节能环保等服务业,推动

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加快推进文

体培训、文旅康养、体育健身、托育服务等服务业转

型升级,抓好现代商贸、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等服务

业提质增效,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

发展.加快发展非营利性服务业,持续提升公共服

务质量.

精准施策促进文旅康养产业健康发展.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优做强五台山、云冈石窟、

平遥古城等旅游品牌,深入实施龙头景区“９＋１３”

梯次打造培育计划,支持晋祠天龙山、乾坤湾等创

建５A级景区,支持王莽岭锡崖沟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推动 A级景区倍增.持续推进长城、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加快发展红色游、乡

村游、研学游、生态游等新业态,开发小群体、低密

度、定制式休闲旅游产品,促进露营旅游健康发展.

积极发展全域旅游、智慧旅游.全面提升景区品质

和服务质量,加快景区标准化建设、智慧化改造,完

善５G网络、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创建一批智慧化

示范景区和旅游服务标准化示范区.着力塑造文

旅品牌,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旅游消费和

休闲消费融合发展,做好文旅推广营销,不断提升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

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三晋大地成为游

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七)着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振兴.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实施教育“六项创新工程”.实施基础教育

扩容提质工程,强化学前教育普惠发展,加快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１００所公办

幼儿园,建设改造５００所寄宿制学校,巩固“双减”

成果,提升县域高中办学条件和水平.实施职业教

育达标提质工程,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

汇,推动职业教育整合优化、达标提档,高质量实施

国家和省级“双高计划”、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计

划,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实施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工程,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高

标准完成“双一流”建设任务,支持中北大学、山西

医科大学等高校的优势学科建设,打造冲击新一轮

“双一流”学科梯队.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

积极推进应用型高校和应用型本科专业建设,加快

培养理工农医专业紧缺人才,建设用好省校合作

“１２大基地”.实施教师队伍培优塑强工程,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实施教育综

合改革深化拓展工程,积极稳妥推进中高考改革,

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实

施教育保障能力提升工程,持续加大教育经费

投入.

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高质量推进“１１１”

“１３３１”“１３６”创新工程,重组２－３家全国重点实验

室,新建２－３家省实验室,优化调整省重点实验

室.推进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培育新型研发

机构,建设“１＋１０”中试基地.实施“两个转型”科

技支撑专项行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形

成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创新成果.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滚动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鼓励

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建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刚

性增长机制.完成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任务,健

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

学家精神,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加快引育高素质人才队伍.优化人才引进政

策,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创新柔性

引才模式,充分向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用人

主体放权,加强人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服务保

障,努力造就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青年科技人才

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加强企

业家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大力

破除“四唯”倾向,试点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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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建立青年科技人才稳定

支持机制,让各类人才大展身手.

各位代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是

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我们要充分发挥

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强化

高质量发展科技人才支撑,让创新创造活力在三晋

大地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八)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按照“４句话３２字”要

求,持续实施扭亏减亏、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力争主

要经营指标尽快突破“两线”.推动业务归核化,进

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加快清理非优势业务和低

效、无效资产,推动国有资本逐步从缺乏竞争优势

的一般市场竞争性领域有序退出.推动治理规范

化,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

市场化机制运营.推动管理数智化,健全国资数智

化管理平台和监测体系,从严管控省属企业表外负

债、债券发行和高负债率子公司,持续降低资产负

债率.推动资产证券化,研究设立省属企业稳定发

展基金,积极推动企业IPO 上市,加大上市公司股

权融资力度.

深化财税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积极培育地

方税源.推进分领域财政事权划分改革,加快界定

省以下各级财政支出责任,加大财力薄弱县转移支

付.坚持过紧日子,从严从紧核定“三公”经费,大

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健全财政大事要事综合协调

保障机制.着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

增量、化解存量,不断增强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

做好金融改革化险.深入推进农信社改革化

险,推动新机构顺利挂牌.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

度,规范投资决策,加强内控管理.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

力度.完善穿透式监管体系,强化高风险金融机构

风险处置,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底线.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出台我省加快建设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１＋N”政策体系,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大

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交流合作,提升开

放型经济水平.着力提升开放平台功能.推动综

改示范区 RCEP国际合作园区、长治开发区等承

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园区建设.推动太原武宿综

保区加强保税检测维修、融资租赁等产业支撑,拓

展保税物流中心功能.发展临空经济.推进中欧

班列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着力

提升进出口规模.支持重点外贸企业通过加大订

单争取力度、开展大宗商品自营进出口等方式,扩

大我省特色优势产品出口规模,加强高技术装备、

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进口.积极引进外向型

制造业.着力培育外贸主体.按照出口破零、小升

规、规模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思路,全力培育壮大外

贸企业.引进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提供一站式

外贸综合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积极推进

一般企业出口信用保险统保.加大外贸企业孵化

培育力度,支持中小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着力

发展外贸新业态.推动太原、大同、运城跨境电商

综试区加快建设.加快海外仓建设.引进跨境零

售进口龙头企业,培育一批跨境零售出口示范园

区,引导跨境电商直邮出口企业集聚发展.加快发

展服务贸易,引导大型资源型企业承接国外资源勘

探、开采、加工等技术服务,积极发展服务外包.着

力优化对外开放环境.积极申建山西自贸区,不断

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

待遇.办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平遥国际摄影

展电影展、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晋阳湖峰

会、旅发大会、康养大会等重大展会活动.推进国

际友城合作.

各位代表,改革开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动力活力之源.我们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

招,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善作善成、行稳致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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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九)扎实做好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

推动农业特优发展.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严格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全面落实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严守耕地红线,建设改造高标准农田１８５

万亩,新增水浇地６０万亩,新发展设施农业１６万

亩,建设有机旱作生产基地３０万亩,加快以种业为

重点的农业科技创新.支持临汾、运城建设粮食绿

色优质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园.高标准建设国家农高区.做好“土特产”文章,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生态低碳农业,大力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

升级.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补齐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短板,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完成农村危房

改造动态清零,务实推进农村改厕和污水、垃圾治

理,实施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持续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深化供销社改

革.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健全以农业生产托

管为重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各类要素和

服务更多下乡支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面落实促进脱贫人口增收政策措施,持续巩固提

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扎实做好易地搬

迁后续扶持和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完善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继续压紧

压实责任,把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政策衔接

好、措施落到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各位代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承载着农

民群众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期

盼.我们要全力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努力绘

就宜居宜业、村美人和的三晋乡村画卷!

(十)深入实施减污降碳扩绿增长行动.

扎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启动编制我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深入

开展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和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扎

实推进汾河等七河及湖泊、大泉、湿地生态保护修

复,科学实施河湖岸线生态化改造,实施一批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管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营造林

４００万亩.加快推进太行山(中条山)国家公园建

设.支持运城市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建设.

有序开展碳达峰山西行动.科学控制能源、工

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碳排放,加快先进适用节能低

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推进太原、长治首批国

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加快太原、临汾国家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重点城市建设,创建绿色低碳循环示

范园区.巩固生态系统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碳汇增

量,逐步建立省市县三级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探

索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的

有效方式,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

发展.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

治污、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打

好蓝天保卫战,聚焦重污染天气、臭氧污染、柴油货

车污染等突出问题,深化“１＋３０”联防联控,全面实

施钢铁、焦化、煤电行业污染深度治理,拓展散煤清

零工程范围,加大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力

度,加强无组织排放管控,力争我省城市全部退出

空气质量排名后十位.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强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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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规范化管理,推进工业园区工业废水近零排

放,加快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建设,

基本消除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打好净

土保卫战,抓好建设用地、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加强重金属和新污染物治理,抓好生活垃圾分

类,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进县域生活垃圾“全焚

烧、零填埋”.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推进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全面节

约战略,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支持绿色发

展的财税、金融、价格政策,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

动建立绿色交易中心.广泛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

动,倡导绿色生活,鼓励绿色出行.

各位代表,人说山西好风光.我们一定初心如

磐,不负青山,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

碳转型,让良好生态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让三晋大

地更加美丽宜居!

(十一)扎实推进民生改善.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民生投入只增不减、惠民力度

只强不弱、民生实事只多不少,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提高民生质量.

积极促进就业增收.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

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打好稳就业扩就业政策组合拳.鼓励

创业带动就业,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深化拓展省域劳务协作,积极发展公益性零工市

场,大力实施以工代赈.健全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不断壮大吕梁山护工等特色劳务品牌.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完善最低工资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

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推动企

业年金发展,开展个人养老金试点.按照国家部署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全面实施职

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全

面推行工伤、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规范社保基金管

理.做好社会救助工作,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

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健全老年人、残

疾人、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强化未成

年人保护.发展慈善事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水平.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

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扎实做好

保交楼、稳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

资需求,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

提升人民健康保障水平.持续深化医改,促进

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县域医疗卫

生一体化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梯度推

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

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推动县级三类医疗机构能力提

升.实施百县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计划.扎实推

进爱国卫生运动.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完善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发展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办好第十六届省运会.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抓好三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繁荣文化艺术创作,推出一批文艺

精品力作.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持续推进“五个一

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擦亮２０项省级群众文化服

务活动品牌.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山西

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促进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提

升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传承利用水平,实施好早期

中华文明重大考古项目,加强“云冈学”建设,积极

发展文博、文创、文旅产业,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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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增进民生

福祉,今年省政府对１７项民生政策进行提标扩面、

动态调整,涉及乡村医生岗位补助、居民低保补贴、

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提标、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经济补助、残疾人及孤儿等困难群体救助等,预计

全省新增财政支出１５８７亿元.集中精力办好１２

件民生实事.实施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提质

工程,在原有补贴基础上,对电商平台销往县域外

的农副产品给予每件１元的物流费用补贴,让农产

品有个好销路、农民有个好收成;实施城镇社区幸

福养老提速工程,让老年人能够享受“家门口的幸

福养老”;城区小学生“放心午餐”实现全覆盖,让学

生开心家长安心;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范围由

０—６岁扩面到０—１５岁,为残疾儿童照亮康复之

路;免费送戏下乡演出１万场以上,将丰富的精神

食粮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在人流密集公共场所配置

１０００台自动体外除颤器,为紧急医疗救护争取“黄

金时间”;实施既有住宅自愿加装电梯提速工程,让

更多居民享受出行便利;每个县建设１所８０—１５０

个托位的示范性公办综合托育机构,着力破解“养”

的难题、提升“育”的质量;推动人口２０万以上的县

特殊教育全覆盖,让特殊学子得到更多关爱与滋

养;实施扶残助学圆梦工程,帮助更多残疾或残疾

家庭大学生圆上大学梦;提高城乡低保家庭高龄老

年人生活补贴,让高龄老人安享晚年,享受美好生

活;推动公益性零工市场县县全覆盖,让零工等活

不再“站马路”,让就业服务更加有温度.我们就是

要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解难事、办实事,把党和政

府更多的温暖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让人民群众过

上更加幸福如意的生活!

(十二)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和安全发展底线.

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

高质量发展.

科学精准优化防控措施.落实好新冠病毒感

染“乙类乙管”各项措施,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

重点抓好儿童、老年人和患基础性疾病群体的防

控,着力保健康、防重症,顺利渡过流行期,确保平

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加强省市县三级疾控中

心和定点医院能力建设,强化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医疗网作用,落实分级诊疗,

建立分层分类收治机制,保障正常医疗服务.加强

养老院、福利院、医疗机构、托幼机构、中小学等特

殊场所的管理,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加强防控知识宣传普及,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全面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

建设,做好省疾控中心新建搬迁、P３实验室国家验

收工作.

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

巡查考核督导,严肃追责问责.持续深化煤矿、非

煤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治理,落实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全面开展

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杜

绝重特大事故、遏制较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着

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应急指挥体系建

设,加快设施设备和应急力量建设,科学有效应对

处置事故灾害.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制度,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社会

治理效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基

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矛盾排查调

处机制,推动重复信访治理常态长效,解决好群众

合理诉求.严格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坚决守住“舌

尖上的安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推

进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应强烈的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国防动员、双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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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外事、侨务、港澳台、民族、宗教、援

疆、人防、气象、地震、科普、史志、档案、参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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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四、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面向新征程新使命,加快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

加强政治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坚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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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悟

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

强化法治建设.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深化法治

政府建设,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全面履行政府

职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政府立法,完善合法性审

核和备案审查制度.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严格

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全面实行政府权责

清单制度,落实和完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坚决防

止清单之外违法实施行政许可.深化综合行政执

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

全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大全民普法力

度.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自觉接受人

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纪委监委、社会舆论

等各方面监督.

提升服务效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制定出台

数字政府建设三年规划,提升“云网数”设施支撑能

力.实施政务数据治理工程,打造一批数字政府特

色应用范例,优化升级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提升“一网通办”水平.全面推进各级政务大厅综

合窗口全覆盖,统一规范政务服务事项要素管理,

推进“７×２４小时”自助政务服务工程,提升１２３４５

热线功能,全面实施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

建设清廉政府.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精神及省委关于清廉山西建设各项部署,坚

决扛起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推进

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三不

腐”一体推进能力和水平.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

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

的“蝇贪”,进一步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严格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加强审计监督,强化政策跟踪、经济责任、企业金

融、政府投资、民生工程、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审

计,深化审计成果运用,促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

廉洁用权.

狠抓工作落实.持续强化狠抓落实、一抓到底

的鲜明导向,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及省委省政府工

作部署落地落实.进一步完善抓落实工作机制,定

期评估成效,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不断提高抓落实

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学习和调查

研究,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

范化解风险本领.坚持“一线工作法”、督帮一体,

严抓问题整改,科学考核算账.严格奖惩兑现,激

励担当作为,坚决整治庸懒散,全面提振干事创业

“精气神”!

各位代表,新蓝图已经绘就,新征程已经开启,

惟有不懈奋斗,方能不负重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行,为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

章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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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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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王利波

各位代表:

受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山西省

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请予审查,

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２０２２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和

疫情多发散发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

战略机遇,聚焦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

求,认真执行省第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政府工作报告»和审查批准的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全省

经济持续稳中加固、稳中向好,较好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全省经济稳定运行,多项指标明显好于

全国

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１８０２６４亿

元,同比增长５３％,高于全国２３个百分点,增速

居全国首位,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在全国第２０位.

预计全年 GDP 总量有望突破２５万亿元,增长

４５％左右,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粮食产量和单产创历史新高.前三季度,全省

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８６７８亿元,增长４６％,高

于全国０４个百分点.全年粮食产量２９２９亿斤,

比上年增加８６亿斤,亩产６１９７斤,比上年增加

１５８斤,粮食总产和单产双双创历史新高.

工业增长势头强劲.１－１１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８２％,高于全国４４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４位.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８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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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６４％,特别是新

能源汽车产业增长 ７５２％,节能环保产业增长

４０３％,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服务业呈现稳步恢复态势.前三季度,全省第

三产业增加值完成７９３７亿元,增长３３％,高于全

国１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发展迅猛,１－１１月,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６５４％,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

营业收入分别增长２０４％、１２９％,成为拉动服务

业发展的生力军.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１－１１月,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６％,高于全国０７个百分点,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４６２％,装备制造业投资

增长１８％,基础设施投资增长１３６％,均快于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消费市场承压前行.１－１１月,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６９１５８亿元,同比下降２３％.其中,

升级类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

售额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９６７％,智能手机

增长６１４％,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增长２３９％.

进出口总额降幅收窄.１－１１月,全省进出口

总额１７０４８亿元,同比下降１５８％,降幅较１－１０

月收 窄 １５ 个 百 分 点.其 中,出 口 总 额 下 降

９５％,较１－１０月收窄２３个百分点,进口总额下

降２５５％,比１－１０月收窄０３个百分点.

发展质量效益大幅提升.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３４５３９亿元,增长

２１８％,增速居全国第一.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２８７％,非税收入增长２４％.企业效益明显改善,１

－１１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１５７％,利润总额达到３５８４２亿元,增长１６８％.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就业任务超额完成,１－

１１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４５４万人,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４５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１００８％

和１３６３％.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前三季度,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２９４０６元、１１４７１元,

分别增长６１％、６７％,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市

场物价温和上涨,１－１１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２１％,控制在涨幅３％左右的目标以内.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２０２２年,全省设区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７４５％,同比提高２４

个百分点,PM２５浓度３８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２６％.全省参与评价的９３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中,

水质优良比例为８７１％,同比上升１４８个百分

点,超额完成国家考核目标.劣Ⅴ类水体比例为

１１％,同比下降１个百分点.

(二)积极应对风险挑战,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

坚决贯彻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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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稳住全国经济

大盘作出山西贡献.

稳经济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面对多重超

预期因素冲击,省委、省政府坚持把稳增长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创造性贯彻落实国家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和接续措施,连续出台稳经济４６条、接续政策

措施２７条以及工业稳增长７０条、服务业纾困６１

条、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２１条、促消费１０条、加快

复工复产和服务业复苏２９条、促进民间投资４０条

等政策举措,加强政策宣传落实,有效对冲疫情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化助企纾困,分行业分领域成

立入企服务工作小组,积极协调解决困难问题,确

保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应享尽享政策红利.强化

督导落实,省领导深入一线开展多轮密集调研指

导,推动各项稳经济政策措施落实落地,全省上下

凝聚起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能源保供有力有效.坚定扛起能源大省的政

治责任,充分发挥煤炭在能源安全保障中“国之大

者”重要作用,多措并举提高煤炭产量,提前完成全

年１３亿吨任务,再创历史新高,产量位居全国第

一.持续提升煤炭产能,全年新增产能１２５８０万吨

的目标任务提前完成.在全国率先完成电煤中长

协合同签约任务,保供２４个兄弟省份电煤６２亿

吨.千方百计做好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电力保供,１

－１１ 月全省发电量增长 ８７％,外送电量增长

１８％,支持了全国２２个省,送达范围创历年之最.

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推进吕梁、晋城非常

规天然气试点建设,全力以赴做好迎峰度冬天然气

保供,１－１１月,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２０７％.

我省强化煤炭增产保供保障能源安全典型经验做

法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两个转型”“五个一体化”战略部署全面实施.

面对煤炭短期繁荣、长期减量,数字经济逆势上扬、

战略地位显著提升的新形势新变化,省委科学作出

我省正处在资源型经济波峰期、高质量发展机遇

期、数字化转型风口期的重要判断,顺应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趋势,鲜明提出同步推进“两个转型”、

能源产业“五个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进一

步明确转型方向、指明转型路径、明晰转型抓手,实

现山西转型发展思路的历史性突破.省政府作出

具体安排,进一步厘清任务、压实责任、强化落实.

专栏１:两个转型、五个一体化

两个转型:同步推进产业转型和数字转型.
五个一体化:咬定打造全国能源领域数字

化转型排头兵的奋斗目标,加快煤炭和煤电一

体化、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煤炭和煤化工一体

化、煤炭产业和数字技术一体化、煤炭产业和降

碳技术一体化推进.

　　疫情防控措施持续优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持续落实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场所、

重大活动的防控要求,成功应对３０余起省外疫情

输入冲击,打赢运城、大同、太原、忻州等地疫情阻

击战,有力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科

学精准执行国家第九版控防方案、二十条和新十条

优化措施,因时因势调整优化防控举措,强化医疗

资源配置储备,持续提升流调、核酸检测、医疗救治

能力,多地探索将便民核酸采样点改造为便民发热

诊疗站,有效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诊能力,最

大限度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

限度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三)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

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加速推进数字转型,

明确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为全省转型发展增添强

劲动能.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扎实推进.统筹推进粗钢

产量压减工作,全年压减粗钢产量３０７万吨以上.

推动焦化行业高质量发展,关停４３米焦炉１３７７

万吨,推广大机焦、干熄焦等先进装备技术,引导煤

电材、煤焦化氢、钢焦化氢等一体化高效循环发展,

延伸钢铁和铝镁铜等精深加工产业链条,截至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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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炼铁、炼钢和焦化先进产能占比分别达到

６０５％、５５％和７７％,较去年分别提升１８、８０和

１２５个百分点.围绕强龙头、拓市场、塑品牌,不

断提升白酒、陈醋、玻璃、陶瓷等消费品工业行业影

响力和竞争力.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

设,长治市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６年内第５次获得

国务院通报表扬.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链集群加快发展.大力推

动重点产业链培育锻造,围绕新能源汽车、氢能等

十大重点产业链实施七大行动,推行产业链“链长

制”“链主制”,确定２０户链主企业,７６户链核企

业,４４１户链上企业,１０条重点产业链营收总额预

计突破３８００亿元,初步实现集群成链发展.大力

推进新兴产业企业培育壮大,推动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等１１个新兴产业加快工业化、信息化步伐,

加快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新兴产业发展成效

显著,太重轨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首件热轧车轮

成功产出,全省首套综采成套设备在王家岭煤业开

展井 下 联 合 调 试,太 重 集 团 研 发 推 出 ５６/８/

１０MW 风电机组,国内首个矿用导航技术实验室

在中国煤科太原研究院正式建成.全国首条年产

１万台甲醇重卡生产线投产,全球首款醇电混动轿

车在吉利晋中基地下线.

专栏２:七大行动、十大重点产业链、１１个新兴产业

七大行动:产业链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链市

场主体倍增、产业链重大项目攻坚、产业链精准

招商引资、产业链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金融资

本助力、产业链供应链保稳.
十大重点产业链:特钢材料产业链、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风电装备产

业链、氢能产业链、铝镁精深加工产业链、光伏

产业链、现代医药产业链、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链、合成生物产业链.
１１个新兴产业: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产

业、节能环保、现代物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合
成生物、现代医药与大健康、现代煤化工、电子

信息.

　　服务业提质增效行动持续深化.全面开展消

费提质扩容升级、乡村e镇培育、网络货运发展等

十大专项行动.实施 A 级景区倍增计划,壶口瀑

布景区荣升５A,全省５A级景区总数达到１０家、A

级景区增至３１２家.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

游公路实现主线基本贯通,串联起沿线１１２个 A

级以上景区.持续实施“七个一百”文旅计划,开展

山西人游山西活动,助力旅游市场加快复苏.举办

全省旅发大会、中国山西(晋城)康养大会,推动

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物流新业态加快发

展,积极打造京津冀冷链物流仓储基地,加快建设

太原国家物流枢纽和晋中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推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率先建设平台经济集聚

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设置乡镇快递综合服务站

９１１个,行政村快递便民服务点运营数量１６０９４

个,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实现全覆盖.

专栏３:乡村e镇、“七个一百”文旅计划、
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

乡村e镇:在一定区域内,以产业为基础、
以电子商务深度融合为核心、以配套服务为支

撑,具有明确的产业定位、互联网应用基础的发

展空间平台.
“七个一百”文旅计划:打造百个旅游目的

地、百位文旅星推官、百名非遗传承人、百种特

色美食、百个热门打卡地、百件文创好物、百个

乡村旅游示范村.
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健全县、乡、村

寄递服务体系,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形成开放惠民、
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

体系,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

得出、消费品进得去.

　　农业“特”“优”战略深入落实.全方位夯实粮

食生产基础,全年建成高标准农田近３００万亩,完

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８５万亩,夯实了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粮食总产、单产再创历史新高.大力推动

有机旱作农业,建设１６个有机旱作农业生产科研

基地和１２个生产基地.全速推进五大平台建设,

南果平台交易中心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北肉平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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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工程冷链加工产业园一期工程建成投运,国家

级忻州杂粮市场建设完成,东药材西干果交易市场

初见雏形.依托优势产区加快发展精深加工,山西

生猪、清徐高粱、吉县苹果全产业链被评为全国农

业全产业链重点链.深入挖掘“有机旱作晋品”

省域农业品牌,遴选首批６６个入选品牌.

专栏４:五大平台

运城果业、忻州杂粮、大同肉类出口平台,
以及依托东部太行山中药材、西部吕梁山干果

打造的商贸平台.

　　数字经济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出台我省推

进数字经济全面发展实施方案,聚焦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等“四化”协

同,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十大工程”,推动形成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矩阵.加快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５G基站数量达到６７万个,１２个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加快建设,其中６个二级节点

已与国家顶级节点实现对接.推进数据中心节能

改造,秦淮、百度大数据中心 PUE 值接近全国最

低水平.大力引育数字经济主体,聚力打造太忻数

据流量谷,加快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数实融合”,

截至２０２２年底,生态园互联网流量投放近２５亿

元.实施政务数据治理“１２３２１”工程,滚动发布政

务数据共享清单１１４８项,高频政务数据实现应共

享尽共享.数据共享平台累计调用量达到１５５４

亿次,数据要素价值得到有效释放.成功举办晋阳

湖数字经济发展峰会.«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

例»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专栏５:数字经济“十大工程”、PUE、
政务数据治理“１２３２１”工程

数字经济“十大工程”:数字技术创新突破

工程,核心产业能级提升工程,数字基础设施提

升工程,能源领域率先转型工程,制造业引领数

字赋能工程、数实融合深化拓展工程,数据要素

价值激发工程,数字安全体系构建工程,数字政

府建设牵引工程,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工程.

专栏５:数字经济“十大工程”、PUE、
政务数据治理“１２３２１”工程

数字经济“十大工程”:数字技术创新突破

工程,核心产业能级提升工程,数字基础设施提

升工程,能源领域率先转型工程,制造业引领数

字赋能工程、数实融合深化拓展工程,数据要素

价值激发工程,数字安全体系构建工程,数字政

府建设牵引工程,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工程.
PUE:电源使用效率,数据中心消耗的所

有能源与互联网设备负载使用的能源之比,基
准值是２,越接近１说明电力大部分被服务器、
网络设备、存储设备消耗,表明数据中心的能效

水平越好.
政务数据治理“１２３２１”工程:“１”是建立一

套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２”是编制政务数据资

源目录和政务数据资产目录;“３”是编制完善政

务数据共享责任清单、需求清单、负面清单;第
２个“２”是六大基础库和系列主题数据库;第２
个“１”是建设一个功能完善的政务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

　　创新活力明显增强.大力开展“１１１”“１３３１”

“１３６”等创新工程.落实“揭榜挂帅”机制,公布科

技重大专项计划３０个,面向国内外广泛征集优势

科研团队攻关.创新平台体系加快建设,怀柔国家

实验室山西基地获批设立,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

创新中心(山西)正式成立,中国－白俄罗斯“一带

一路”联合实验室成立,国家超算(太原)中心成功

获批并投入运行,全省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达到７

个,省重点实验室达到１１７个,长治市入围国家创

新型城市建设名单.创新主体培育取得新成效,华

为煤矿军团等１１家创新研发机构揭牌,全省高新

技术企业总数超过３９００家.新能源汽车、氢能等

重点产业链实现了省级以上技术中心全覆盖.关

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山西高速飞车系统首航试验

成功,“煤矸石煤泥清洁高效利用关键技术”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基于超冷费米气体的量子调

控”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成功举办２０２２全

国双创活动周山西分会场活动,集中展示１２０个创

新创业成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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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６:怀柔国家实验室山西基地、高速飞车

怀柔国家实验室山西基地:定位于研究煤

炭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创新与解决方案,积极承

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由怀柔实验室和山西省

政府共同筹建.
高速飞车: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系

统项目,由中北大学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

研究院联合共建.

　　(四)大力扩投资促消费,需求潜力逐步释放

补强投资短板弱项,加快释放消费潜能,积极

促进对外贸易,通过有效需求扩量提质推动经济稳

定增长.

投资关键性作用持续发挥.滚动开展开发区

“三个一批”活动.持续掀起项目建设高潮,截至

１１月底,３次活动签约项目开工率８４２％,开工项

目投产率３３３％,投产项目达效率９３８％.全力

推进５７２个省级重点工程建设,强化重点工程项目

调度,深入实施“百项堵点疏解行动”,累计协调解

决瓶颈难题２１１个,一批重大项目稳步推进.２０２２

年,省级重点工程完成投资３０４６亿元.持续强化

资金保障.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６８４亿元和

中央预算内资金１１５７亿元,分别较去年增加１０１

亿元和１１７亿元,争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基

金额度１０７５亿元、部分领域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

财政贴息贷款需求额度１０８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需求额度１０９２亿元,切实发挥好政策性资金对

我省项目投资的促进作用.提前谋划项目储备.

梳理谋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投资项目,项目储备总投

资５２万亿元,其中重点项目３３０７个,１２２个重大

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多措并举招商引资.

通过小分队招商、产业链招商、专题招商推介会等

活动,加快项目招引,全省共签约项目２８２９个,签

约金额超过１５万亿元.

专栏７: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

开发区项目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

活动.

　　消费能力稳步恢复.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

通过实施消费券发放、购车补贴、家电汽车下乡、家

电以旧换新等措施,全面激发消费潜力.截至１１

月底,共发放政府消费券２３亿元,带动消费２４８亿

元.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发挥２８个省级直播电商

基地作用,实施网络促销活动,“双１１”期间,山西

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１０２％.积极开展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全省示范县建设县域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５５个、县级物流配送中心５３个,投入使用

的镇村级服务站７８６８个,累计实现网络销售额

１８９６亿元,网购金额５１３亿元.促进消费升级平

台集聚发展.新认定太原古县城十字街、平遥古城

南大街等４条省级步行街,太原市钟楼步行街、忻

州市忻州古城等４地入选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

对外贸易取得新进展.提升开放平台功能.

太原航空口岸加快建设,大同、运城航空口岸正式

开放工作稳步推进,中欧班列运行效率进一步提

升,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获批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

新示范区,中国(运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设

立,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培育壮大外贸主体.引

进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扩大我省优势产品出口

和关键装备及零部件进口,山西方略保税物流中

心、大同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额增速均超

过５０倍.持续提升口岸通关能力.加快“单一窗

口”地方特色功能建设,我省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

间３２８小时、出口整体通关时间１０１小时,通关

便利化成效持续巩固.利用外资水平实现新突破,

１－１１月,全省实际利用外资８２亿美元,同比增

长２４０９％.

(五)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市场活力不断

激发

深入开展市场主体建设年活动,坚持“保主体、

增主体、活主体、强主体”并重,全力推动市场主体

上规模、增实力、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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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实现量增质升.出台市场主体倍增

系列政策措施,依托链长制、专业镇等“十大平台”,

推动全省市场主体蓬勃发展.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全

省实有各类市场主体３９７９万户,增长２６１％,新

登记市场主体１０３８万户,增长１０１９％.着力推

进企业上市倍增,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山西服务

基地揭牌,推动大禹生物成功上市,成为我省第２

家北交所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新增６家.强

化资金奖补,加快“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发展,２０２２

年新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８户,培

育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７４４户,全省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１３９户,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总数达到２１１３户.

专栏８: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十大平台”
实施链长制、提升城市“烟火气”、发展专业

镇、打造文旅康养集聚区、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倍

增、打造开发区升级版、建设高水平双创平台、
发展数字平台、壮大楼宇经济、培育农村电商小

镇.

　　助企纾困成效显著.坚决落实国家及我省

各类税费支持政策,２０２２年全省累计新增退税减

税降费及缓税缓费８１２亿元,惠及１４０万户次市

场主体.创新退税方式方法,阳泉市运用“一账

清”工作法,对企业开展退前、退中、退后全程靶

向服务,获得国务院通报表扬.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累计为６万户住宿餐饮、批发零售、文化旅

游、交通运输行业企业和个体户发放贷款７６６３

亿元,发放出租车司机、货车司机、网店店主普惠

小微贷款１０８亿元.全省地方法人银行累计为

普惠小微企业办理贷款延期２５２亿元,延期率

６０％.缓解小微企业房屋租金压力,全省国有企

业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房租２２

亿元.及时更新发布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

金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坚决打击乱收费行为.

专栏９:留抵退税“一账清”工作法

阳泉市税务部门为促进大规模留抵退税政

策精准高效落地而采取的管理举措.该方法将

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纳税人的可退存量留抵、可
退增量留抵、包片领导、片长与网格员“三员”姓
名、政策辅导时间、申请退税时间、退税到账时

间等２３项指标集成到“一本账单”里,实现从

“退税发起”到“税款入账”全流程跟踪监管和服

务,最大的优点在精准,变“人找政策”为“政策

找人”,有效帮助企业精准获得与自身匹配的政

策.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开展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

动,细化配套１１９项改革事项清单,分类分领域以“点”

突破推动“面”提升.发布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确定我

省实施６６３项行政许可事项,明确清单之外一律不得

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实施“一业一证”改革,选取餐

饮、便利店、药店等２８个行业,优化行业准入业务流

程,将一个行业准入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

“行业综合许可证”,推动实现“一表申请、一证准营”.

持续深化“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推行企业开办“一

件事”套餐服务、畅通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清理

整治变相审批、推行线上专家评审和视频勘验服务

等,通过模式创新为市场主体经营活动提供便利.

专栏１０:一业一证

优化行业准入业务流程,将一个行业准入

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

证”,大幅压减审批环节和时限,简化审批手续,
有效提升行政效能和办事效率,助力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出台«山西省社

会信用条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加

快信用平台体系建设,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超

８６亿条,深度服务“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三大

目标场景客群,累计促成１６２７户企业获得授信

４６４３亿元、融资２６２９亿元.建成全国融资信用

服务平台省级节点,深入推进“信易贷”工作,全省

信用贷款余额超１万亿元,获贷主体超２４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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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市场主体倍增工程首贷户专项行动,梳理首贷

续贷中心、无贷户“两张名单”,向银行业机构推送

７５１万户,实现首贷３５亿元.

(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发展内生动力显著

增强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破解难

题,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纵深推进.以“五个一

体化”为牵引,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出台«山

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成为全国第一

部专门针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的省级地

方法规.推动我省煤制油生产能力纳入国家能源

储备体系.煤矿智能化建设步伐加快,累计建成智

能化煤矿３７座,智能化采掘工作面９９３处,煤炭先

进产能占比提升至８０％.绿色开采有序推进,通

过矸石返井、保水开采、充填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等

技术应用,加快４０座煤矿绿色开采试点建设.加

快煤电机组“三改联动”,截至１１月底,改造完成

２４６１５万千瓦,提前完成年度改造任务,扩大新能

源消纳能力约１１０万千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加快发展,截至１１月底,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

机占比达４０３％,其中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分别排

全国第４位和第８位.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加快,１０

个重点实施的抽水蓄能项目已全部纳入国家规划

重点实施项目,被省政府纳入３８项典型经验做法

清单予以通报表扬.成功举办２０２２年太原能源低

碳发展论坛,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以视频方式发表主

旨演讲并宣布论坛开幕.

专栏１１:三改联动

针对煤电机组进行的节能降碳改造、灵活

性改造、供热改造等三种技术改造.

　　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全

面收官,省市两级改革任务全部完成.大力实施深化

改革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扭亏减亏三年攻坚行动,推

动省属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尽快迈过“生存线”,达到

“发展线”.截至２０２２年底,省属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超

千亿,同比增长９６９％,阶段性扭亏户数、扭亏减亏金

额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１３５％、１３１％.

重要领域风险化解稳步推进.山西银行风险

资产化解持续推进,组建专项工作组,专职脱产负

责处置化解工作.农信社改革从改制化险过渡到

改革化险,全省农合系统１０８家县级法人机构完成

改制１０１家.督促地方法人银行履行村镇银行主

发起行兜底责任,７７家村镇银行全部制定应急预

案.规范省属企业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工作,严

控投资、债务、现金流风险,督导企业持续压降带息

负债,做好债券兑付.稳妥处置房地产领域风险,积

极推进“保交楼”工作,创新提出“７＋１”风险处置模式,

得到国务院充分肯定.修订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

管办法,保障预售资金优先用于工程建设.申请国家

专项借款资金２８亿元,用于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

宅及时建设交付,切实保障购房群众合法权益.

专栏１２:“７＋１”风险处置模式

“７”是总承包单位垫资、信托收购、股东方

承接、国有平台承接、委托管理、综合处置、项目

公司筹资续建等保交楼模式;“１”是“人民调解、
司法确认”司法保障措施.

　　(七)积极推动协调发展,区域发展能级大幅

提升

抢抓山西中部城市群列入国家规划重大机遇,

全力优化空间布局,有效积蓄转型势能,区域发展

综合承载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步伐加快.持续完善顶

层设计,出台关于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专

项规划、分领域实施方案陆续出台.建立山西中部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工作推进机制,制定政策清单、

项目清单、工程清单、重要资源保护清单,统筹推进

各项工作.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集大原高铁、

太原地铁１号线、国道１０８改造、太原西北二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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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利用阳涉铁路电气化改造开通平定等４县客运

服务、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潇河新

城等项目加快推进,龙城大街东延、滨河东路南延

建成通车.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强势起步迅速开局.太忻

一体化经济区融入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获

得国家层面明确支持,进入国家重点区域发展布局

视野.坚持规划先行,着力构建省、市、县发展规

划、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等规划体系.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加快推进,雄忻高铁开工建设,太原至忻州

城际列车正式开通,太忻大道全线通车,滹沱河供

水工程、西龙池二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稳步推进.

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布局建设,太原科创驱动中心、

源翰蓝宝石二期等新兴产业项目加速落地,５０家

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入驻太忻数据流量谷.忻州市

秀容新城完成规划阶段任务,大盂产业新城基础设

施基本完备.太忻公共服务一体化措施陆续出台,

取消太原忻州两市异地就医备案,率先实现跨市域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全程网办,实施公共交通

“一卡通”互联互通改造.首张以“山西太忻一体化

经济区”冠名的营业执照在太原、忻州颁发.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排头兵作用进一步发挥.

持续推动开展先行先试,采取容缺受理、多审合一、

分阶段施工许可等举措,新项目拿地后最快１０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批事项并同步开工建设,实现“签约即

审批、拿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深化产城融合,潇

河新城现代城市雏形基本形成,潇河新城会议、会展

中心及配套酒店竣工,山大附小、文源中学等优势教

育医疗资源加快布局,唐槐、学府、阳曲园区公共配

套服务持续优化提升.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合成生

物产业园配套项目即将全面建成,凯赛癸二酸、秸秆

再利用项目投料试车,玉米深加工、戊二胺项目部分

建成.烁科新签１３亿元订单,二期将新增２０００台

长晶炉,太重退城入园项目部分投产.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实施专业镇高质量

发展战略,确定首批杏花村汾酒、定襄法兰、太谷玛

钢等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增

长极.夯实农业增收产业基础,推动设施农业和畜

牧业加快发展,蔬菜、肉、蛋、奶产量均保持较快增

长态势.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销售收入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产值增速均超过２０％.忻州、盂县、古县获评第三

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完善防返贫动

态监测帮扶机制,对尚未消除返贫风险的２２万户

４６万人全部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脱贫人口人均

纯收入预计１２４０６元,增长１５１％.实施就业扶

贫,全省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１０１万人,开展光伏

帮扶,光伏帮扶项目运维覆盖率达到１００％,位居

全国第一.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大力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截至１１月底,新建改建“四好

农村路”４５００公里.

专栏１３:首批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
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首批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杏花村汾酒、定
襄法兰、太谷玛钢、万荣外加剂、怀仁陶瓷、平遥

牛肉和推光漆、祁县玻璃器皿、清徐老陈醋、上
党中药材、代州黄酒.

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酿品、饮品

(药茶)、乳品、主食糕品、肉制品、果品、功能食

品、保健品、化妆品、中医药品十个产业集群.

　　(八)坚持“双碳”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

坚定践行“两山”理论,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实施生态修

复治理,全力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碳达峰山西行动有序开展.出台我省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实施意见和碳达峰实施方案,落实落细

碳达峰碳中和“１＋X”政策体系措施.坚决遏制高

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加强对拟建项目

审核,加快违规上马项目问题整改,目前８２个违规

项目基本完成整改.加强能耗双控,持续完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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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控政策,调整节能审查方式,梳理形成我省“６＋

１”重点行业节能改造重点企业和项目清单,有力有

序实施重点行业能效提升行动.前三季度,全省单

位 GDP能耗同比下降３５％,超额完成下降２５％

的序时进度目标.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完善规划体系,印发实施黄河流域水安全保障、生

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等９个专项规划.

严格“四水四定”,聚焦水资源刚性约束、水环境保

护、水生态修复,暂停黄河流域水资源超载区新增

取水许可,加快地下水超采治理,深入开展黄河流

域“清废行动”,沿黄流域“散乱污”企业实现动态清

零.积极推动黄河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

潜流湿地建设,推进１０２项省级水污染防治重点工

程建设,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警示片反馈的２３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改.实施

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新开工汾河干流１３个综合

治理项目,持续实施汾河生态补水,２０１９年以来累

计补水１３１亿立方米.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全省

完成营造林５５０９９万亩,超额完成５００万亩的年

度目标任务.深化省际交流合作,举办第三届大河

文明旅游论坛世界旅游联盟黄河对话暨首届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峰会,推动

产业发展互融互促、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专栏１４:黄河流域“清废行动”、“散乱污”企业

黄河流域“清废行动”:黄河流域固体废物

倾倒排查整治工作,旨在及时消除环境污染隐

患,保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安全.
“散乱污”企业:散是不符合当地产业布局

规划,没有进驻工业园区的规模以下企业;乱是

不符合产业政策,应办而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的企业;污是指无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防治设

施不完备、不能对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有效收集、
无组织排放严重的企业,污染防治设施不具备

达标排放能力的企业,不能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的企业.

　　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化.着力打好重污染

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

战,大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

持续推进散煤治理,组织实施山西中部城市群散煤

清零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钢铁、焦化行业深度

治理.组织黑臭水体排查整治,推进各地市政管网

雨污分流改造,确保水质稳定达标.开展土壤污染

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建设用地准入,全省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推进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深入实施农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

防治行动,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措施落实

率达１００％.强化固废和新污染物治理,积极推进

太原、晋城“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持

续开展危险废物处置安全专项行动和尾矿库污染

隐患排查治理.

专栏１５:无废城市

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
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

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九)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水平稳步

提高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普惠性、基础性、兜底

性民生建设,持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织密

织牢社会保障网,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用好政策性稳岗保就业

政策,阶段性缓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费实施范围扩大到１７个特困行业,符合条件的

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提高至９０％.抓好

高校毕业生就业,积极拓展政策性岗位,深入开展

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行动,举办线上线下招聘

活动千余场,２０２２届省内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达到８２３％.推动农民务工就业,实施职业技能

培训,支持在乡创业就业,组织省际输出就业,全省

农民务工就业规模达６４２万人,比去年增加６２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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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好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全面实施失业人员常

住地服务,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开展拖欠农

民工工资专项整治行动,欠薪案件保持动态清零.

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推进全民参保计划,

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２６８０８万人,提

高社保待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总体增幅４％.

持续扩大医保参保和报销范围,全省基本医保参保

３２４４万人,参保率稳定在９５％以上,恶性肿瘤、尿

毒症透析等４５种治疗周期长、费用负担重的疾病

纳入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结算

范围,高血压、糖尿病等５种门诊慢特病开通跨省就

医费用直接结算,成为全国最早一批实现门诊结算全

覆盖的省份.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城市低保

平均保障标准达到６２９元/人月,农村达到６２０９

元/人年,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保障标准

分别达到低保平均保障标准的１３５倍和１４７倍.

教育事业成效明显.大力推进教育公平,新建

公办幼儿园１００所,建设改造寄宿制学校５００所,

压减民办义务教育规模,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

降至５％以内,７个县(市、区)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

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市、区).全面巩

固“双减”成效,全省２５７８所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

培训机构全部清零,课后服务实现校校全覆盖.全

面启动中高考改革,深化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

革,进一步完善招生考试模式和多元录取机制.职

业教育体系持续健全,一批品牌专业和高水平实习

实训基地加快建设.遴选确定４１家企业纳入省级

产教融合试点培育建设库,入库试点企业累计达到

１６１家.遴选确定并向社会发布首批１３０个产教

融合重大创新平台和实训基地,分类开展重点建

设、启动培育.持续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山西文化

旅游职业大学稳步推进,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通过国家级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评审,全省６８

个本科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专栏１６:国家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市、区)
太原市迎泽区,阳泉市郊区,长治市长子

县,晋城市阳城县,晋中市介休市,运城市垣曲

县,吕梁市孝义市.

　　健康山西加快建设.全力推进中医药强省建

设,正式实施«山西省中医药条例»,为推动中医药

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推进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山西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等第

二批２个试点医院各项改革任务全面启动.省级

P３实验室顺利竣工.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

展,明确２５项重点任务推动“一老一小”事业高质

量发展.有序推动体育公园建设,储备区域中心城

市、县城和中心镇体育公园５７个.构建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工作稳步推进,我省运动

员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１金１银优异成绩,实现了

历史性突破.

专栏１７:P３实验室

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完全密封,室内

处于负压状态,实验室内部的气体不会泄漏.

　　重要民生工作扎实推进.强化重要民生商品

价格监测预测,密切关注供需变化,确保重要民生

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１－１１月,CPI同比上涨

２１％,控制在年度目标范围内.基本完成房屋产

权登记确权颁证清零行动,３０８８万套房屋完成首

次登记,完成率１００％.从严从紧扎实开展养老领

域非法集资整治工作,行政处置３０起,挽回群众损

失５１亿元,刑事立案３１起,涉案金额２５５亿元.

专栏１８:房屋产权登记确权颁证清零行动

到２０２２年底,全省国有建设用地上证件齐

全、产权清晰、已缴清各种税费的房屋要全部完

成不动产登记,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实现确权颁

证清零.

　　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开展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和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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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提升行动,查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６５５５项,排查发现重大隐患１０５０项、整改８９９项.

突出煤矿安全专项治理,７３６座煤矿完成隐蔽致灾

因素普查治理,１２２座煤矿开展防治水专家会诊,

严厉打击超能力超强度生产、隐蔽工作面开采、违

规外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治理城市管道安全

隐患,改造完成燃气老旧管网１７９４５公里,全省管

道燃气居民用户“三项强制措施”改造完成６５１４

万户,完成率１００％.２０２２年,全省各类生产安全

亡人事故、死亡人数分别下降１７９６％、１６７１％,

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同时,我省国防动员、双拥、退役军人、妇女、儿

童、老龄、残疾人、红十字、关心下一代、民族、宗教、

外事、侨务、港澳台、广电、文化、体育、文物、气象、

地震、科普、档案、史志、参事、人防、禁毒、援疆等工

作也取得积极成效.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省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动能转换还不够快,战

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市场

主体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优

化,服务业回暖乏力,消费市场持续低迷,民间投资

信心不足,生态环保以及就业、医疗、教育等民生事

业仍存在一定的短板弱项,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

视,以更坚定的决心和更有效的举措切实加以

解决.

二、２０２３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

目标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

年,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奋进之年,做好

全年经济工作具有特殊重大意义.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

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同步推进“两个转

型”,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作出山西贡献.

根据上述总体要求,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作目标,聚焦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

统筹需要与可能,充分把握今年经济运行趋势和市

场预期,２０２３年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安

排如下.

主要预期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６％左右,

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争取更好结果;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７％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左右;

进出口总额增长５％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５％;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７％左右,其中,开发区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５％,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２％左右,规上工业企业净增８００

家;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较２０２２

年提高１个百分点;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比重较

２０２２年提高２个百分点左右,其中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４８％;规上工业企

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１５％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高于经济增长水平;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的

比例达到３２％,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４５万人,城镇

调查失业率控制在５５％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上涨幅度控制在３％左右.

约束性指标:资源节约方面,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降幅、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幅２项指

标完成国家下达我省任务,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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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排放持续下降;环境质量方面,优良天数比例、

PM２５浓度、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挥

发性有机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氮氧化物重点工程减

排量、化学需氧量重点工程减排量、氨氮重点工程

减排量等７项指标完成国家下达任务,劣 V 类水

体全部消除.

三、２０２３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

安排,聚焦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重点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１０方面工作.

(一)强化经济运行调节,推动全省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

持续释放稳经济政策红利,推动全省经济运行

态势稳定向好、总体回升,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保持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连续性.继续狠抓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落实,持续加强财税、

金融、产业政策协调联动,在扶持力度、优惠幅度、

支持范围等方面保持顶格执行,充分释放稳增长政

策红利.“快准稳好”推动退税减税政策直达快享.

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质效,用足用好支小再

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提高小微企

业信贷产品适配性.延缓补缴缓缴社会保险费时

间,允许企业在２０２３年底前采取分期或逐月等方

式补缴缓缴社会保险费,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落实优化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落实落细省政府加快复工复产和服务业

复苏若干措施,加速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失

去的时间抢回来、把落下的步子赶上来.加强工作

指导和服务协调,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着力

推动受疫情影响在建项目能复尽复、未开工项目能

开尽开,加快促进制造业、房地产、交通运输、旅游

业、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对外贸易等受疫情影响较

大行业回暖复苏.加强政策宣讲,下沉一线摸排政

策堵点、企业诉求,着力提振市场主体恢复发展的

信心和活力.

持续强化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围绕经济增长

重点任务,坚持月调度、季分析,准确把握新情况新

特点,针对推进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研究

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建议.深入研究跨周

期、逆周期、长周期调节的方式方法,集中力量谋划

实施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大事,调结构、提质效的

实事,以及解包袱、清旧帐的难事,牢牢把握经济发

展主动权,用足用好资源性经济转型窗口期,推动

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认真开展“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对标党的

二十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及历次全会,以及省委、

省政府新部署新要求,全面评估“十四五”规划实施

情况,客观评价规划实施取得的进展成效,总结提

炼推进规划实施的经验做法,深入剖析实施中遇到

的难点堵点,提出针对性克服解决的意见举措,进

一步强化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持续推动各项任务

顺利实施,确保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专栏１９:“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

在“十四五”规划实施的中间年度,对主要

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等进展是否顺利、目
标能否如期实现、原定目标是否合理等作出判

断,对不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规划内容、策略及

目标等进行适时跟进调整和补充,推动各项任

务顺利实施,最大程度发挥规划的引领和指导

作用.

　　(二)加快推进产业转型,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

同步推进产业转型和数字转型,推动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形成多点产业支

撑、多元优势互补、多极市场承载、内在竞争力充分

的产业体系.

加快传统产业率先转型步伐.坚持对标“两

线”,围绕“三降两升”,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走绿色转

型的发展新路.加快煤焦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转

型升级,有效提升先进产能占比,持续提高能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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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产业精深加工能力,支持吕梁市打造百万吨千

亿级铝镁产业集群.推动法兰、玛钢、玻璃器皿、日

用陶瓷等产业强龙头、拓市场、塑品牌.稳妥推进

煤电项目“上大压小”,完成煤电机组“三改联动”

１６００万千瓦.推动钢铁行业限制类工艺装备升级

改造和化工行业气化工艺技术改造,全面完成焦化

行业干熄焦改造,确保４３米及以下焦炉全部关

停.加快推进省内重点铁矿项目建设,提高战略性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支持鼓励重点企业加强运营

管理,推动我省传统产业由“大”向“强”转变.支持

临汾市抓好临浮产业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建设.

专栏２０:三降两升

能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下降,生产效率

和产品附加值提升.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围绕我省１０

条重点产业链,加大产业培育和招商引资力度,力

争再培育引进１－２户行业领军企业,重点产业链

营业收入突破４６００亿元,积极提升优势产业竞争

力.做强做大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

千亿产业,做大新能源汽车、现代医药和大健康、合

成生物、现代煤化工等百亿产业,加快量子科技、人

工智能、绿色低碳、高速飞车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

用推广,推动通航、氢能等潜力产业加快发展,促进

新兴产业企业迈过“行业平均水平”、达到“标杆水

平”.支持晋中市抓好新能源汽车集群打造及应用

场景拓展.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化电价机制,

土地、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指标要优先向新兴产业

倾斜.

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深入落实国家“数据

二十条”和«山西省推进数字经济全面发展实施方

案(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健全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

发展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常态化开展

数字经济发展监测评价.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加快

５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５G基站２５万个,积极争取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络枢纽节点和集群落地山西.建设一批省级数

字经济园区,打造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培育壮大

数字核心产业,重点推进山西烁科第三代半导体材

料生产５G数字化改造、山西尚太１２万吨负极材

料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做强碳化硅衬底材料、深

紫外LED芯片等优势产品.加快推进各行业领域

数字化改造,建设冶金、装备、化工等领域企业级互

联网平台,完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加

快二级节点应用推广.支持晋城市抓好制造业数

字化改造先行区建设.拓展数字融合应用新场景,

加快数字技术在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数字政府、数

字乡村等领域的应用拓展,着力打造１００个融合标

杆项目、１０００个融合示范项目.分级分类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加快城市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支持阳

泉市抓好数智新城建设.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等建设一批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继续办好

“晋阳湖数字经济发展峰会”,构建和优化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交流互动平台.启动“灯塔工厂”创建

行动.

专栏２１:灯塔工厂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尖端技术应用整合方面

卓有成效、堪为全球表率的领先企业,代表全球

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目

前,我国共有４２家灯塔工厂.

　　推动服务业加快复苏.采取“两步走”工作策

略,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尽快全面摆脱负增长、加快

回归正常水平,着力扭转当前服务业持续低迷的不

利态势.落实落细加快复工复产和服务业复苏若

干措施和服务业助企纾困等各项政策,推动接触式

服务业全面恢复,加快交通枢纽、现代物流、传统商

贸街区改造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继续开展服务

业提质增效十大行动.增强“两个转型、文旅先行”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充分发挥五台山、云冈石

窟、平遥古城等龙头景区的带动作用,继续完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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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基础设施,优化提升旅游服务.培育壮大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提升集聚区服务

能力和示范带动作用.太原、大同、忻州、平遥四个

古城要认真谋划春节期间的联合活动,增添“年味

儿”“晋味儿”.

促进农业特优高效发展.落实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要求,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新建和改造

高标准农田１８５万亩,新增水浇地６０万亩,确保粮

食播种面积不低于４７０７２万亩,产量稳定在２８５

亿斤以上.推进有机旱作生产基地建设,遴选发布

一批技术模式,新建１４个科研基地和３０万亩生产

基地,推进“有机旱作晋品”省域农业推广品牌全

部开展电商营销,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深入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支持临汾、运城建设粮食绿色

优质高产高效示范基地.持续发挥农业产业集群

集聚推动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力发

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升晋中国家农高区运营水

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山西北肉冷链加工园等项

目,在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建设５０个高标准生态牧

场.建设一批数字农场,建立数字农业集成应用

体系.

(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深入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开展“创新体系建设提效年”活动,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

协同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实施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大对本土高校支持力度,推

动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巩固学科优势,高标准

完成“双一流”建设任务,建强１９５个国家一流专

业,培育建设５个以上科技创新平台、人才培养平

台.支持中北大学和其他高校的优势学科建设,打

造冲击新一轮“双一流”学科梯队.实施职业教育

达标提质工程,持续推动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深

化产教融合试点、产教示范基地建设,聚焦我省产

业发展需要,建设１００个品牌专业和１００个高水平

实训基地,新增５０个左右产业急需的新兴专业,提

高办学质量,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加大产教融合

型试点企业培育力度,力争入库培育企业达到

２３０家.

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育.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

持培育和引进并重.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创新柔性

引才模式,充分向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用人

主体放权,加强人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服务保

障,解决好人才后顾之忧.加大高技能人才培育力

度,建好用好省校合作“１２大基地”,建设５个省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２０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实

施创新型企业家培育计划,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

加强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

制,深化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改革,赋予科研机构和

人员更大自主权,激发创新活力.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牵头

组建创新联合体,鼓励重点产业链“链长”“链主”企

业共同设立科技创新发展项目.滚动实施高新技

术企业倍增计划,实施规上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创

新升级行动,开展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

动,备案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６０００家,新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０家,新培育高科技领军企业５０

家.支持省属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建立国有

企业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力度,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夯实科技成果转化基础.高质量推进“１１１”

“１３３１”“１３６”创新工程,加快建设怀柔实验室山西

基地,重组２－３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建２－３家

省实验室,优化调整省重点实验室,构建形成层级

多样、品类完整的实验室体系.推进技术创新中

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培育新型研发机构,

建设１个区域类综合性中试基地、１０个领域类中

试基地,打造一批高水平“双创”平台,提升科技成

果转化效能.强化“两个转型”科技支撑能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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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形成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

创新成果.

(四)聚焦“五个一体化”融合发展,深化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

坚持“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以能源领域“五个一体化”融合发展为突破,积极创

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

专栏２２:“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四个革命: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

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

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

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
一个合作: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

条件下能源安全.

　　坚决做好能源保供工作.坚决扛起综合能源

大省政治责任,按照增产不低于５％、力争达到

１３６５亿吨安排煤炭生产,继续做好煤炭产能核

增,加快煤炭产能释放,加强对中长协合同的履约

监管,做好运力调配衔接,坚决完成国家下达我省

的煤炭增产保供任务.健全完善运行监测体系,调

整优化调度方式,加强专班机制建设,统筹开展煤

电油气运协调保障和能源保供.

推动能源领域“五个一体化”融合发展.煤炭

和煤电一体化方面.推动煤炭和煤电企业通过战

略重组、交叉持股或长期协议等方式,推动实质性

联营,实现协同发展.推动重点企业以坑口电站方

式建设大容量、高参数、低能耗超超临界煤电机组.

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方面.以保障能源电力安全

稳定供应和可再生能源合理利用率为导向,优先支

持新建风电、光伏项目与煤电项目联营,推动传统

能源和新能源优化组合、优势互补.积极探索源网

荷储、多能互补等模式.争取由晋能控股集团牵头

建设晋北采煤沉陷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煤炭和

煤化工一体化方面.煤制油气作为战略储备项目,

重点是强化科技创新,着力降低成本,做好项目试

点示范,稳妥推进晋北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建设,重

点推进中煤平朔煤基烯烃新材料等现代煤化工项

目建设.支持朔州市抓好煤新一体化及煤化一体

化.用好原料用能不纳入能耗强度和总量考核政

策机遇,大力发展高端炭材料、碳基合成材料等,加

快煤炭向原料转化,支持阳泉、晋中、长治等市推进

负极材料产业集聚区建设.煤炭产业和数字技术

一体化方面.重点推进智能矿山、智能电厂、智能

电网等项目建设,加快打造全国能源领域数字化转

型排头兵.建立健全煤炭智慧交易体系,加快煤炭

智能仓储体系和智能物流体系建设,强化煤炭运力

调配和运输智能化管控.煤炭产业和降碳技术一

体化方面.有序推进煤炭绿色开采,重点是要强化

低浓度煤矿瓦斯的综合利用,最大限度杜绝直接排

空和直接燃烧.鼓励支持低阶煤分级分质梯级利

用,有效降低碳排放.研究突破碳捕集封存和利用

技术,适时开展项目化试点.

强化能源领域开放合作.继续办好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提升论坛层次水平,扩大论坛影响

力,统筹谋划好主场外交等系列主题活动,持续加

快我省能源领域开放合作步伐.

(五)深入开展市场主体提升年活动,推动市场

主体量质齐升

坚持“保、增、活、强”并重,进一步夯实市场主

体生存发展的土壤和环境,推动市场主体扩数量、

提质量、增效益、优结构.

持续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深入开展

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加快释放“一枚印章管审批”“证照分离”“全程网

办”“一业一证”等改革红利,推动更多事项“一件事

一次办”.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进

信用监管.加强产权保护,营造公平公正竞争氛

围.健全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推动更多政务服

务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

便利化服务.持续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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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和做法,着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高

效便捷的政务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开放开

明的人文环境、优质完善的要素保障环境.

专栏２３:“三无”“三可”营商环境

打造无差别、无障碍、无后顾之忧,可预期、
可信赖、可发展的营商环境.

　　高质量推进十大平台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十

大平台集成效应,促进全省市场主体上规模、增实

力、提效益.大力推行产业链链长制.继续支持新

能源汽车、氢能等１０条重点产业链建设,加快培育

一批专精特新“链核”企业,增添一批规上工业“骨

干”企业.持续强化专业镇建设.着力培育打造专

业镇发展样板,强化梯次培育力度,新增省级专业

镇５个以上,重点培育的市级专业镇达到２０个以

上,推动专业镇企业数量和产品质量“双提升”.将

符合条件的专业镇项目纳入政府专项债支持范围,

建设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基地.着力打造乡村e镇.

推进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体系贯通发展,构建

“产业＋电商＋配套”生态,建成１００个乡村e镇.

布局建设一批文旅康养示范区、文旅消费集聚区,

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旅康养旗舰企业.

打造高水平“双创”平台.引进高水平运营团队,构

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全链条

孵化培育体系.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超５０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超９００家.

持续做好助企纾困.坚持巩固和深化常态化

入企服务制度,将入企服务和助企纾困结合推进.

建立涉企政策“一站式”平台,加强政策宣讲,确保

各类政策与市场主体精准匹配、精准推送,实现“免

审即享”、“一键直达”.畅通市场主体诉求表达渠

道,“一企一策”解决企业“急难愁盼”和难点堵点问

题,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激

发企业发展活力.

(六)持续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加快释放内需

潜力

切实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和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全面释放内需潜力.

多措并举提振消费.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促

消费系列政策,提振消费信心和需求,继续实施系

列促消费活动,再发放一批电子消费券和“爱心”消

费券,促进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恢复发展.巩固

新能源汽车消费增长势头,全力稳定房地产及相关

装修、家电等领域消费,提升医疗、教育、养老、旅游

等服务消费,鼓励和引导节能、环保、循环再生、节

水等绿色产品消费,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加强

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居民消费环境,

加快建设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一批服务保

障民生、激发潜在消费、满足便利消费的新平台,推

进“假日经济”“夜经济”“地摊经济”等创新发展,不

断提升城市“烟火气”.

精准扩大有效投资.牢固树立“项目是第一支

撑”鲜明导向,做细做实“五张项目清单”,以高质量

项目建设支撑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铁路方面,加快雄忻、集大原

等高铁建设,推进太绥高铁前期工作,争取太原铁

路枢纽客运西环线年内开工建设,推动长邯聊、运

三高铁前期工作.公路方面,加快推进１０个续建

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建成太原西北二环、离石至隰

县２条高速公路,开工建设繁峙至五台、太旧高速

扩容改造、古交至方山、大同南绕城、晋城东南过

境、应县至繁峙等６个高速公路项目.推进国道

１０８、２０８、３０７等一级公路贯通工程,新改建农村公

路３５００公里,再建成三个一号旅游公路支线、连接

线２４００公里.机场方面,加快推进太原武宿机场

三期改扩建、运城机场改扩建等项目,推进晋城机

场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朔州机场、芮城、灵丘通用机

场建成投运.能源方面,浑源、垣曲２个在建抽水

蓄能项目实现重大突破,１０个纳入规划重点实施

项目再开工５个以上.推动建设２－３座５００千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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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汇集站项目.积极推进“西电东送”输电通

道优化改接工程.以国省公路沿线、旅游景区为重

点,布局建设充换电设施,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能

源岛建设.水利方面,持续完善全省水网架构,大

力推进小浪底二期、太原第二水源暨太忻一体化经

济区滹沱河供水、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等重点水利

项目,推动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及早开工.强化

要素服务保障.充分发挥项目指挥部作用,统筹协

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瓶颈阻碍.用足用好各

类金融工具,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确保我省争

取专项债额度只增不减,中央预算内投资超过１２０

亿元.加快释放国家首批批复我省“三区三线”划

定政策红利,挖潜能耗环境容量,着力保障重大项

目建设.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制定全省招商

引资工作办法,充分调动发挥各部门、各市县招商

引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标先进地区优化招商引资

政策和投资环境.发挥开发区招商引资主战场作

用,推动向开发区赋权再升级,发挥“承诺制＋标准

地＋全代办”改革集成效应,提升“区内事、区内办”

水平,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打造开发区升级

版.调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落实好促进民间投

资“４０条”政策,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优质项目,

引导民营企业在１７个领域参与特许经营,推动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规范发展,支持民间投资

项目参与基础设施 REITs试点,打造一批民营企

业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示范项目.

专栏２４:三区三线

“三区”是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三种

类型的国土空间.“三线”分别对应在农业空间、
生态空间、城镇空间划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

　　(七)统筹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优化拓展

高质量发展空间

全面推进“一群两区三圈”的城乡区域发展新

布局,切实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在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

专栏２５:一群两区三圈

一群:山西中部城市群,要建设太原国家区

域中心城市,带动中部晋中、忻州、阳泉、吕梁四

市协同发展.
两区:重点建设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高质量

建设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三圈:大同、朔州晋北城镇圈,临汾、运城晋

南城镇圈,长治、晋城晋东南城镇圈.

　　加快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不断完善山西中

部城市群规划体系,统筹创设中部城市群政策和体

制机制.推进太原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高水平

开发潇河新城、汾东新区,提升太原综合承载力.

以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加快推进重点联

通道路建设,促进五市拓展合作领域,增强辐射带

动能力.优化产业分工及布局,强化产业支撑,推

进产业协作,增强优势产业竞争力.

推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

协同联动的省内外区域合作机制,积极融入京津冀

和服务雄安新区.适度超前谋划建设一批重点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推动太原大盂产业新城与现有开发

区整合,促进忻州秀容新城产城融合,加快太原火工

区搬迁.聚焦特色产业链和新兴产业链,谋划推动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高标准建设国科(山西)新材料

创新基地,加快太忻数据流量谷建设.加快“信用太

忻”建设,推动信用信息精准赋能公共服务.力争将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打造成“两个转型”的先行区、数

字经济的“场景地标”、数实融合的示范标杆.

强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发展动能.坚持稳

存量扩增量保障工业经济稳定增长,支持富士康、

比亚迪等存量重点工业企业布局高端产品生产线,

推动中来、东方雨虹等３１家新投产企业达产达效.

以“五大中心”为依托,加快６个服务业集聚区建

设,打造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试点.狠抓招才引智,加快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

心.加强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培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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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新兴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试行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统筹推进晋北、晋

南、晋东南城镇圈建设.着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的新型城镇化,统筹抓好防疫、养老、教育、医疗

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布局,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农村转移人

口市民化,促进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有

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改造市政路网８３０公里,完

成６６０公里雨污合流管网改造,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１８５５个,完善城区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新建公共充

电桩３万台.支持长治市抓好资源型城市转型及

创新型城市建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基

地.强化对专业镇的规划指导和布局建设,优先支

持供气、供热、电力、物流配送等与产业发展密切相

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加快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完成农

村危房改造动态清零,推进改厕和污水、垃圾治理,

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工程,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产权融资新

途径,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着力拓展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健全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保障水平,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推动落实支持脱贫人口增

收３０条政策措施,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八)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提升内生动力

持续深化改革攻坚和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着力

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阻碍,增强发展的动力

活力.

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制定出台我省加

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１＋N”政策文件,不断完

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

经济基础制度.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

单”管理模式,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优化准入环

境、破除准入壁垒.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

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畅通市场循环,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

管、“互联网＋监管”等方式,最大限度为企业降低

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交易成本.

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继续落实“３２字”要

求,纵深推进提质增效和扭亏减亏三年行动,力争

更多企业的更多指标早日突破“两线”.做优做强

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

局,推动国有资本逐步从缺乏竞争优势的一般性竞

争行业有序退出,加快剥离非主营业务、非优势业

务和低效、无效资产,持续降低企业负债率,有效化

解短期债务风险,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话语

权.巩固深化我省国企战略性重组成果,整合各类

产业基金,采取市场化投融资方式,支持符合产业

发展方向的企业、项目在我省落地投产.探索构建

国资良性运作模式,推动国资保值增值的同时撬动

社会资本支持全省产业转型.

专栏２６:国企改革“３２字”要求

主强辅优、分灶吃饭;对标挖潜、突破“两
线”;管控流程、数智支撑;业绩考核、奖罚分明.

　　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分领

域财政事权划分改革,界定省以下各级财政承担的

支出责任,健全完善相应配套改革方案.推动我省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智能化改造,完善线上线下

服务功能,切实破解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过程中

的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将金融信贷支持重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主动对接重点项目信贷需求,加快

建立创业引导基金、天使基金,补齐风投创投短板,

进一步完善融资担保体系,降低融资成本,坚决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强化对中

小法人银行特别是村镇银行的流动性监测和挤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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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严防负面舆情引发流动性风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出台我省加快建设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１＋N”政策体系,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积

极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成立山西省促进与京

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区域融合发展领导小组,重

点加强与京津冀地区合作,抓住央企总部、科研机

构从北京市区搬离的有利时机,积极争取１－２家

央企或科研机构落户我省.推动对外开放平台建

设.加快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RCEP国际合作园

区、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海峡两岸(太原)产业园建

设.支持长治市、晋城市大力提升承接产业转移能

力,推动晋东南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建促

批.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积极申建山西自贸区.加快发展外贸新

业态.推动太原、大同、运城跨境电商综试区加快

建设,支持晋城、临汾加快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基础

设施建设,力争实现跨境电商零售“零”突破.加快

跨境电商主体培育,培育１０家以上知名跨境电商

企业,新增３００家跨境电商主体,跨境电商进出口

额达到５０亿元.着力扩大外贸规模.推动山西转

型综改区抓住获批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契机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大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支持力度,推动大宗商品自营进出口,着力稳定

全省外贸发展.同时,办好平遥国际摄影展电影

展、旅发大会、康养大会等重大展会活动,推进国际

友城合作.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优化民营企业

发展环境,公平执行“非禁即入”,不得对民间投资

增设准入条件,着力解决不平等对待民营企业和隐

形壁垒问题,切实做到市场准入公平、政策享受公

平.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在落实好我省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３０条、新２３条等政策基础上,对

具有稳定收益、可获得较好预期投资回报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原则上推行市场化运作,鼓励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加强金融支持,鼓励社会资本

成立专业的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担保公司,为民营企

业创造更好的信贷环境.加快清理拖欠民企账款,

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经营.

(九)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实现绿色低

碳发展

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努力建

设美丽山西.

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启动编制我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

行最严格的保护标准和措施,把黄河沿线敏感区域划

入生态保护红线,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合理控

制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开展黄河流域山西段入河

排污口再排查、再整治,进一步提升城镇污水处理厂

尾水水质,推动黄河流域山西段水环境质量稳定达

标.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工程,深入推进“两山七河一

流域”生态修复和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加强自然保

护地监管力度,努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

持续性.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营造林４００万

亩.以“十大工程”为抓手,全面开展汾河流域大保护

大修复大治理行动,持续推进以汾河流域为重点的生

态保护与修复,努力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永续保

障“一泓清水入黄河”.密切跟踪解决«黄河保护法»

落实中的问题.扎实做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围

绕“黄河之魂在山西”再谋划推进一批特色文旅项目,

全力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支持运城市抓好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

专栏２７:汾河流域“十大工程”
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全域城

镇生活污水设施建设及提质增效工程、工业园

区废水深度处理及中水集约利用工程、农业农

村污染防控工程、河湖生态化修复治理工程、源
头区水源培基涵养工程、干支流生态基流保障

工程、河流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水生态环境智慧

化监管工程、流域水环境风险防控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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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序推进碳达峰山西行动.加快出台分领域

碳达峰方案和相关配套措施,构建完善我省碳达峰

碳中和“１＋X”政策体系,推进碳达峰十大行动.

逐步建立省市县三级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推进近

零碳排放、碳中和、碳普惠试点建设,积极参与全国

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持续开展重点行业节能改造,

探索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有效方式,坚决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全面节

约战略,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构建我省废旧物

资循环利用体系,加快太原、临汾国家废旧物资循

环利用重点城市、太忻低碳环保产业园区、太原污

染土壤集中处置与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园区,以

及大同、吕梁等６个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

基地建设,创建绿色低碳循环示范园区,推动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产业规模化、集聚化、生态化发展,打

造绿色转型发展新引擎.提升城镇再生水利用效

率,强化高耗能、高耗水企业节能节水,大力推进县

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不断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

利用水平.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实施我省

２０２３年空气质量提升行动计划,深化“１＋３０”联防

联控,着力解决散煤采暖污染、机动车污染、扬尘污

染等突出问题,持续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和臭氧污染防治攻坚,在全面推进钢铁、焦化超低

排放改造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钢铁、焦化、火电行业

深度治理.统筹推进“五水同治”,深入实施重点行

业清洁化改造和工业废水深度治理,推动工业废水

近零排放,加快完善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建

设,２０２３年底前基本消除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推进受污染耕地

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

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加强重金属和新污染物

治理,抓好生活垃圾分类,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推

进县域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

(十)抓好重点民生保障,扎实有效增进民生

福祉

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全力稳就业促增收.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

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深入开展未就业毕业生

服务攻坚行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农民工返

乡创业,稳定农民务工就业规模.推进乡村公益性

岗位开发,统筹实施好公共部门岗位开发、社会化

市场化就业引导、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等政策,对

就业困难人员按需制定实施援助计划,确保“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完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

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

重点工程项目中推动实施以工代赈,以县域为主积

极组织项目所在地群众参与工程项目建设,实现就

地就近就业增收.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加快发

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鼓励引导符合条

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按照国家部署,开

展个人养老金试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政策.完善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配套管理制度

和政策措施,全面实施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全面实

施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做好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和医疗救助有效衔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科学

合理确定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对符合条件人员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实现应保尽

保、应救尽救.

保持物价稳定运行.完善价格调控部门协调

联动机制,加强价格监测预测,做好重点时段和节

假日期间的猪肉储备投放工作,着力做好重要民生

商品保供稳价.按照«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有关规

定,根据CPI运行态势,及时启动物价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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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各市各部门做好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工作,有效

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持续强化城乡

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和防控体系建设,把疫情防控工

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到“保健康、防重症”,加强统

筹衔接,有序组织实施,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

稳定.着力保障群众就医用药和基本医疗服务,重

点抓好儿童、老年人和患基础性疾病群体的防控,

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强化农村地区

疫情防控,最大限度减少重症和病亡,有力有序有

效应对疫情措施调整后可能出现的风险.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

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

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

建设,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推动房地产向新发展

模式平稳过渡.扎实做好保交楼、稳民生、保稳定

各项工作,落实好房地产金融支持措施,满足行业

合理融资需求,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

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完善义务教育学位配置,保障足够的公办学校

学位供给,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民

同招”.实施基础教育扩容提质工程,强化学前教

育普惠发展,建设１００所公办幼儿园,建设改造

５００所寄宿制学校,巩固“双减”成果,提升县域高

中办学条件和水平.实施职业教育达标提质工程,

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支持山西大学、太

原理工大学高标准完成“双一流”建设任务,支持中

北大学、山西医科大学等高校的优势学科建设.提

升人民健康保障水平.持续深化医改,推动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梯度推进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

争取北大医院太原医院尽快列入国家试点,优化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布局,探索开展省级中医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工作.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完善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强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打造省级社区养老样板工程,

推进市场化普惠性养老服务.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事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艺术

资源数据库,新创提升一批文艺精品,繁荣文化艺

术创作.持续实施“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

推进“互联网＋公共服务”,建设智慧图书馆,推进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扎实推进全

民健身工作.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做好高水平体育赛事备战参赛工作.办好第十

六届省运会.

全力办好１２件民生实事.实施农村寄递物流

服务全覆盖提质工程,在原有补贴基础上,对电商

平台销往县城外的农副产品给予每件１元的物流

费用补贴;实施城镇社区幸福养老提速工程;城区

小学生“放心午餐”实现全覆盖;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救助范围由０—６岁扩面到０—１５岁;免费送戏

下乡演出１万场以上;在人流密集公共场所配置

１０００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实施既有住宅自愿加装

电梯提速工程;每个县建设１所８０—１５０个托位的

示范性公办综合托育机构;推动人口２０万以上的

县特殊教育全覆盖;实施扶残助学圆梦工程;提高

城乡低保家庭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推动公益性零

工市场县县全覆盖.

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推进安全生产依法

治理,创新监管方式,全面应用“互联网＋执法”系

统,严格监管执法,严肃责任追究.强化源头管控,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精准排查治理重大事故隐患.

对煤矿、非煤矿山和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

输、建筑施工、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化专项

整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减

少一般事故.完善灾害防治体系,提升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加强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强化物资装备保

障和应急能力建设,科学有效应对处置事故灾害.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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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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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大力发展妇女、儿童、老

龄、残疾人、红十字、关心下一代等事业.扎实做好

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台、人防、广电、气象、

地震、科普、档案、史志、参事、禁毒、援疆等工作,确

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各位代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自觉

接受省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省政协的意见建议,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及历次全会、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戮力同心、解放思想,勇毅前

行、锐意进取,努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不

断开创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续写山

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在中国式

现代化伟大征程中彰显山西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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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的决议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

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２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

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３年省本级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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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志远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提出２０２２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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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坚决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重要要求,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及省委历次全会精神,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步推进“两个转型”,全

省经济持续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态势强劲,在克服重重困难中交出了引以为

豪的优异答卷.与此同时,全省财政部门坚决落实

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

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的要求,靠前发力、主动担当,

扎实做好惠企业、稳收支、促发展、保民生、推改革

各项工作,为全省经济稳步向好和社会和谐稳定提

供了有力支撑.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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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９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送省

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 ２９６９５４ 亿元,一般公 共 预 算 支 出 为

５５６８５３亿元.预算执行中,受全省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等因素叠加影

响,部分市县调整了收支预算.经汇总,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３１３７８８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调整为６５５０２２亿元.

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３４５３８９

亿元,为 调 整 预 算 (以 下 简 称 为 “预 算 ”)的

１１０１％,比上年(下同)增长２１８％,主要是２０２２

年煤 炭 行 业 拉 动 作 用 较 强. 税 收 收 入 完 成

２６９６４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０９％,增长２８７％,其

中:主体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

源税分别增长５６％、８５４％、３６４％、５５３％.非

税收入完成７５７４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７３％,增长

２４％,其 中:专 项 收 入 完 成 １７３６６ 亿 元,下 降

１６７％;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８９２２亿元,下

降９％;罚没收入完成１１０５亿元,下降４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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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２６０５３亿元,增

长１３６％.

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５８７２６５

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７％,增长１６３％(同口径,下

同).其 中:教 育 支 出 执 行 ８６１８３ 亿 元,增 长

１１１％;科 学 技 术 支 出 执 行 ６１０１ 亿 元,增 长

１３９％;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９９９５８亿元,增

长１２８％;卫生健康支出执行４９４６８亿元,增长

１８７％;节 能 环 保 支 出 执 行 ２４０６８ 亿 元,增 长

１２４％;城 乡 社 区 支 出 执 行 ６２９３８ 亿 元,增 长

４４５％;农 林 水 支 出 执 行 ５７７０８ 亿 元,增 长

１２２％;住 房 保 障 支 出 执 行 １６１１８ 亿 元,增

长１４５％.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００１５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６３％,增长１６４％,主

要是受煤炭行业税收高速增长带动.税收收入完

成８１５６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７２％,增长２７２％.

其中:增值税完成１４１９１亿元,下降３７１％,主要

是２０２２年国家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以及年度执

行中省级代市县垫付２０％退税;企业所得税完成

１８０１７亿元,增长７９％;个人所得税完成１９０９亿

元,增长３６４％;资源税完成４７０８３亿元,增长

５８１％;环境保护税完成３２８亿元,下降５２％.

非税收入完成１８５９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２７％,下

降１５２％,其中:专项收入完成２６３１亿元,增长

２１６％;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２５６亿元,下降

１０％;罚没收入完成５６９５亿元,增长５４％;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７４０５亿元,下降

３５％,主要是２０２２年两权价款收入减少.

２０２２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０８５８１亿元,为预算的８８５％,增长３４％.其

中:教育支出执行１８３５７亿元,增长８７％;科学

技术支出执行２６３１亿元,增长２７８％;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执行２９０５８亿元,增长１１２％;卫生

健康支出执行３１７亿元,增长２３％;节能环保支

出执行２７７２亿元,增长２９８％,主要是新能源汽

车补贴支出增加;农林水支出执行９２５７亿元,下

降１２９％,主要是２０２２年省级部分支出转为对市

县转移支付.

２０２２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２３９２７１亿元,

增长１４６％.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２２１０２７亿

元,增长１８１％;专项转移支付１８２４４亿元,下

降１５６％.

２０２２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２４５００６亿元,增

长１７１％.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２１３５３２亿元,

增长 ２１％;专 项 转 移 支 付 ３１４７４ 亿 元,下 降

３９％.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

的８７２％.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６２８９７

亿元,为预算的５６６％,下降３５９％,主要是土地

出让收入不及预期;预算支出执行１４８０２０亿元,

为预算的８５９％,增长９２％.

２０２２ 年 省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４５６４亿元,为预算的３８６％,下降１５２％;预算

支出执行 １２０７５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６０５％,下 降

２３９％.收支下降主要是土地出让情况不及预期.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 年 全 省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２３１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１％,增长１４１４％,主

要是 煤 炭 企 业 利 润 收 入 增 加;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４１９８亿元,为预算的７０％,增长６５２％.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１８８６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３％,增长２０６９％,主

要是 煤 炭 企 业 利 润 收 入 增 加;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０５９９亿元,为预算的７９３％,增长１２０２％.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２２４４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１％,下降５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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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出预计执行２１７２７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９％,

增长１８％.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

成１１８０９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５２％,下降１２５％,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缓缴部分社保费和国家相关政

策调整所致;预算支出预计执行１２６０６９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６４％,增长１６％.

(五)债务情况

１总体情况

２０２２ 年 我 省 争 取 到 各 类 政 府 债 券 规 模

１３５０９５亿元,增加２００６亿元,增长１７４％,其

中:新增债券８３６亿元;结存限额专项债券９３亿

元;再融资债券４２１９５亿元,增加１１５６亿元,增

长３７７％,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其余到期债券

本金５５０６亿元由自有财力和项目收益偿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底,财政部下达我省政府债务限额全

部发行完毕.

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债务余额为６２８５７９亿元,

增加８７２８ 亿元.根据财政 部 最 新 通 报 (截 至

２０２１年年底),全省政府债务率为７８９％,低于全

国地方政府债务率,风险水平总体可控.但政府债

务区域分布不均衡,全省政府债务主要集中在市

本级.

２新增债务用途

２０２２年,一般债务限额在优先保障乡村振兴、

基础教育、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前提下,统筹考虑

综合财力、债务风险等因素进行分配,重点兜牢基

本民生保障底线.专项债务限额在优先保障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个一号旅游公路、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转型综改示范区等重点项目建

设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项

目储备规模和质量、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债券支出进

度等因素进行分配,共保障７６０个专项债券项目建

设实施,积极拉动有效投资,为我省稳住经济大盘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保障.

全年省本级留用１６４１４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７５０３亿元,专项债券 ８９１１ 亿元,较预算减少

２８３亿元(全部为一般债券);转贷市县７６４８６亿

元,其中:一般债券１６９９７亿元,专项债券５９４８９

亿元,较预算增加２８３亿元,即省本级２０２２年一

般债券２８３亿元调整到大同市、晋中市、长治市.

(六)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预算决议及

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省财政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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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严格执行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的一揽子措

施,全力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退税减税降费激活力.不折不扣落实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对小微企

业和制造业等１３个行业,集中退还增值税存量留

抵税额,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严格落实中

央出台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延续实施制造

业、科技创新、就业创业等方面减税政策;在权限范

围内实施我省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下调,按

５０％顶格减征“六税两费”并扩大政策适用范围,阶

段性缓缴特困行业企业社保费等政策.与此同时,

全力支持市县落实好税费支持政策,将中央财政小

微企业留抵退税补助资金、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

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资金２４６６８亿元尽快分配

下达市县,对留抵退税专项资金实行国库单独拨

付,逐月预拨、滚动清算,确保市县国库动态存有半

个月的退税所需资金.２０２２年全省新增退税减税

降费及缓税缓费超过８００亿元,为历年来规模最

大、政策红利释放最为集中的一次.

二是狠抓增收节支保平衡.在认真落实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的基础上,扎实做好税收组织,坚

决打击偷税漏税骗税行为,深入挖掘非税收入潜

力,统筹加大矿业权出让收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等收缴力度.全力以赴争取中央支持,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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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争 取 到 中 央 转 移 支 付 ２３９２７１ 亿 元,增 长

１４６％.特别是成功争取到了公立医院改革与高

质量发展示范、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县、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县、永定河(桑干

河)源头国土绿化、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试点城市等竞争性项目.牢牢坚持党

政机关过紧日子,２０２２年省级预算编制继续压减

非急需、非刚性等一般性支出,省级部门单位其他

运转类项目在历年连续压减基础上再减少８４亿

元,同口径下降１１２％,节约下的资金全部用于支

持重点领域.

三是保障重大战略促发展.创新制定大事要

事保障清单,新增和统筹相关资金３９４亿元,支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城市群和太

忻一体化经济区、市场主体倍增工程、乡村振兴、民

生保障等五大重点领域项目.管好用好争取到的

中央基建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安全保障

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项目建设.坚持提速

扩围发行使用专项债券,６月底全部发行完毕,重

点支持“两新一重”、基本民生保障等项目建设.安

排省级消费券资金,有效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潜力.

落实省对县级和开发区税收增量奖补资金２６３４

亿元,增长１８７％,全力支持县域经济和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安排技术改造专项资金１５亿元,采取

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对产业集群发展、链主企

业培育、智能制造示范等转型项目给予支持.持续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支持我省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牵头承担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和重点研发

计划.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在预算编

制、经费拨付、开支范围、绩效管理等方面进一步赋

权减负.足额安排人才专项奖励资金,支持高层次

人才引育留用,为我省科技创新奠定良好的人才基

础.认真履行省属金融资本、文化企业出资人职

责,在省属金融企业开展对标考核管理,激励引导

对标国内标杆企业找差补短、提质增效,设立省属

文化企业专职外部董事,扎实推进对企业投资决策

的穿透式、全过程监管.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下达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５３亿元,支持相

关企业小升规、专精特新、规范化股改、双创特色载

体等多领域发展.选取４个试点市设立企业信用

保证基金,省级按市级出资额的１/３给予支持,全

力为小微企业等提供增信服务.加快推进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完成政府性融资担保市县一体

化改革,更好促进银行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贷

款融资.加快推进云会计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为

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免费代理记账服务,同

时着力打通银行放贷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通道,

提升融资能力.创新建立财政金融联动机制,强化

在“专项债＋项目贷款”、基金类、担保类和保险类

资金等多方面合作,充分发挥财金联动叠加倍增

效应.

四是持续改善民生增福祉.全力支持疫情防

控,２０２２ 年 全 省 累 计 投 入 疫 情 防 控 财 政 资 金

１１９３５亿元.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下达中央

和省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７３５亿元,支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安排乡村振

兴战略专项资金２１亿元,重点支持三大省级战略、

五大平台建设和做优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

群.安排资金２５亿元大力支持种业振兴行动.

超常规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在继续按照

６７元/亩的标准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基础上,加

大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力度,粮食作物亩均补助

２６６元.实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整村推进厕所

革命财政奖补政策,安排３１亿元支持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抓好就业促进工作,及时下达就业资金

２０８亿元,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优化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和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构建高质量

教育体系.落实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两免一补”

和营养膳食补助政策.支持引导市县持续增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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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持续改善普通高中基本

办学条件.稳步支持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国家和省

级“双高计划”、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优化高等教

育布局,下达“双一流”建设等高等教育专项资金

２４３亿元,支持引导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

北大学等高校努力创建“一流学科”,推动我省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着力推进健康山西建设.支持

“１３６”兴医工程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稳步提升我

省领军临床专科建设和疑难危重症治疗水平.继

续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中医药强省战略.支持构建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及时下达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专项资金、民办养老机构专项补助资金和城镇社

区养老幸福工程补助资金,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年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由５８０元提高到６１０元,全省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７９元提高到８４元.

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５３亿元,切实保障困

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认真做好社会福利和优抚安

置等方面工作.

五是守住风险底线保安全.兜实兜牢基层“三

保”底线.进一步加大财力下沉,下达市县财力性

转移支付９３２亿元,增长１６１％,重点支持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全省所有

县区全部纳入“三保”预算审核范围,对“三保”保障

压力大的县区及时开展库款应急调度.建立应急

处置机制,安排市县困难补助资金１１８亿元,重点

解决市县运行中出现的特殊困难,确保基层“三保”

不出问题.持续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建立防

范处置工作机制,清单式推进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研究制定推进市县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指导

意见,在加快推进平台公司转型中同步化解风险.

大力支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农

信社改革化险方案,推动省属地方银行化解风险.

在持续巩固提升财政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充分把握

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不断加大安全领域投入.

省级每年安排３０亿元,支持以汾河为主的“七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我省河道防洪减灾能

力.推动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改革,支持加强应急救

援装备体系建设.研究提出我省煤矿智能化建设

的思路举措和支持方案,推进加快智能化数字化转

型,促进煤矿发展本质安全.

六是深化财政改革添动能.对市县财政实施

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并将考核情况与转移支付安排

相结合,激发调动市县强化财政管理的积极性.制

定印发省级部门预算管理考核办法,着力构建“标

准＋奖惩”的经费类支出预算安排常态化机制,促

进预算管理更加规范高效.积极推进预算支出标

准体系建设,出台和修订财政预算评审费等５项支

出标准.探索实行生态环境领域专项资金管理“１

＋N”机制(１个大专项＋N 个项目清单),专项资

金实现“大类间统筹,专项间打通”.统筹整合生态

环境专项资金１０亿元,首次采取竞争性评审方式,

推动实施中部城市群清洁取暖散煤清零项目.将

３４项中央转移支付、２５项省级配套资金纳入直达

范围,进一步健全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持续推

进政府采购制度重塑性改革,建立起现代政府采购

制度主体框架,近千亿元政府采购项目实现了“全

程在线、一网通办”.在全国首批开展财政总会计

制度试点工作.扎实推进财经秩序专项整治,顺利

完成七个领域整治工作.积极拓展财政重点绩效

评价范围,选取４３个省级财政重点支出项目(政

策)和４个部门(单位)整体作为评价对象,涉及财

政资金超过３００亿元.

总的来看,２０２２年各项财政工作稳步推进、开

拓创新,取得了新的进展.这是省委、省政府科学

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加强监

督、有力指导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和全省人民攻

坚克难、砥砺奋进的结果,也是新时代十年全省财

政部门驰而不息奋斗与耕耘的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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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情系老区人民,五年三次亲临山西考察调研,

对我省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作出重要指示,亲自为

山西高质量发展把舵领航.十年来,全省财政部门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牢记殷殷嘱托,感恩知

责奋进,持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一以贯之落

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力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加快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各项工作全面推进,职能作用

有效发挥,为我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

强支撑.

———坚持全力以赴开源节流,财政收支总量迈

上“新台阶”.把增收节支作为财政工作的永恒主

题,既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和增速,又力求提高收入

质量和支出绩效.一方面,全力拓展财源、壮大财

力.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２０１３年的１７０２亿

元增长到２０２２年的３４５４亿元,年均增长８６％,

其中税收收入占比提升１１个百分点,实现了财政

收入稳中有进、量质齐升.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支

出、提升绩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３０３０亿

元增长到５８７３亿元,年均增长７８％,有力保障了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动

摇,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贯穿财政工作始终.全

省“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节省下的资金全部用于支

持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改革,建立健全“预算有目标、执行有监控、完成

有评价、结果有运用”的全链条绩效管理体系,促进

财政资金“花得其所、用得安全”.

———坚持高质高效合力攻坚,补齐短板上实现

“新突破”.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决支持打好三大

攻坚战.有力有效支持脱贫攻坚.切实发挥政府

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十年来,省级累计投入扶

贫专项资金１９２亿元,年均增长１５３％,统筹整合

涉农资金超过８２０亿元,全力支持打赢脱贫攻坚

战.率先组建投融资主体,筹措资金２０８亿元支持

易地扶贫搬迁,３６２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１１万

同步搬迁人口喜迁新居.加强对各级各类扶贫资

金的日常监管,严格落实“两个一律”公开要求,扶

贫资金使用管理的安全性、规范性进一步增强,有

力保障了７９９３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３２９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我省连续六年获得中央扶贫资金绩

效考核“优秀”等次,累计获得奖励资金８４亿元.

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十年来,中央和省级累计投入

各类污染防治资金超过４００亿元,安排省级资金

７９亿元支持开展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积极参与国

家资源环境领域重大项目竞争性评审,汾河中上游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成功纳入国家试点范

围,实现冬季清洁取暖中央试点１１个市全覆盖.

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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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开展

汾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初步构建起政

府主导、市场参与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坚决防范

化解风险.强化政府债务闭环管理,开好前门,严

堵后门,妥善化解存量,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履行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积极推进省属金融企业

改革化险和增资扩股工作,提升金融企业抵御风险

的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

底线.

———坚持精准有力保障战略,服务高质量发展

彰显“新作为”.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在政策上

调整优化、集成创新,在资金上统筹整合、加大投

入,集中力量保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重大战略、作

出的重大部署、交办的重大任务.全力以赴争取中

央支持.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由１１０２亿元增加到

２３９３亿元,累计争取中央转移支付１６５万亿元,

年均增长 ８％;２０１５ 年以来争取新增政府债券

４５７８亿元,年均增长２５４％.不折不扣落实减税

降费.２０１３年以来全省每年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

过２７００亿元,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持续激发市

场主体动力活力.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安排专项

债券大力支持集大原和雄忻高铁、大水网工程等一

大批重点工程项目顺利落地,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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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大幅改善.综合运用政府引导基金、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放大财政资金

乘数效应,集聚更多社会资本支持高质量发展.推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设立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等,

支持传统优势产业内涵集约发展.充分发挥新能

源汽车补贴、数字经济发展专项等资金的引领作

用,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规模发展.全力

支持科技创新.全省财政科技支出十年累计安排

５６５９亿元,出台１０个方面４０条高含金量财政人

才支持政策,吸引更多英才汇集三晋.支持推进国

资国企改革.基本完成省属国有企业“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维修改造和厂办大集体改革.全面履行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支持山西金控集团打造

国有金融投资运营平台,全力支持山西银行挂牌运

营,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健全,资本布

局持续优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设立专项

资金支持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壮大经济活动

“细胞单元”.减免承租国有资产类房屋的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租金.强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

持续注资壮大融资担保机构实力,优化补偿补贴政

策,促进银担、担担深度合作,帮助小微企业和“三

农”市场主体贷款融资.

———坚持提质增效改善民生,助推社会事业实

现“新发展”.不断增强财政的公共性、公平性,全

省民生支出由２４８２亿元增长到４６６４亿元,始终占

到财政支出的八成左右.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全省财政部门闻令而动、听令即行,

三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２０６１亿元,全力保障患者

救助、防疫人员待遇和重要物资供应等.认真落实

国家普惠性就业创业政策,着力稳定现有就业,增

加新的就业,抓好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多渠道就业

创业.持续完善城乡义务教育教师经费保障机制

和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

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覆盖.全力支持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中医药强省战略和县乡医疗卫

生一体化改革.推动“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

程深入开展,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和体育中心等

公益性设施陆续免费开放,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

稳步提高.

———坚持蹄疾步稳深化改革,现代财税体制建

设取得“新成果”.积极发挥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

口”和“先行军”作用,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稳步

提升财政治理和服务效能.财政体制更加完善.

扎实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出台基

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９个实施方案,厘清相关

领域省与市县职责和界限.出台改革完善财政管

理体制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激励高质量

发展.税制改革更加深入.全面实施“营改增”试

点,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圆满完成环境保护税、耕

地占用税、资源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地方立

法工作,进一步健全地方税体系.预算管理更加科

学.全面实施“零基预算”,制定出台２６项预算支

出标准,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精准性进一步提高.

建成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并保障顺畅运转,财

政信息化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

二、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

年,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奋进之年,做好

财政预算工作十分重要.２０２２年６月,省财政厅

向省人大常委会相关机构和部分省人大代表汇报

了省本级预算编制情况,有关意见建议已被充分吸

收并积极体现落实到了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中.

(一)２０２３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坚持科学合理预计收入.收入预算编制

与我省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充分考虑我省能源产

业比较优势,以及转型发展良好态势,科学合理制

定收入计划.积极组织做好财政收入工作,依法加

强税收征管,加大两权价款收入入库力度,确保应

收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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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小钱小气,压减一般性支出.牢固树

立过紧日子思想,厉行勤俭节约,从严控制“三公”

经费预算,做到“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严格控制单

位运转经费,压减一般性支出.

三是坚持大钱大方,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

障.将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作为

预算安排首要任务,加强财力统筹,制定大事要事

保障清单,重点支持“两个转型”、中部城市群和太

忻一体化经济区、市场主体倍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民生保

障等领域.

四是坚持精细化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

施零基预算,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取消

部门单位预算基数,取消政策到期项目、一次性项

目、没有中央或省委省政府政策依据的项目、与我

省高质量发展规划匹配度不高的项目,取消压减的

资金调整用于支持基层“三保”、民生保障等重点

支出.

五是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强化法定

债务管理,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务限额“只减不增”.

积极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

债务,建立隐性债务问责机制,对新增隐性债务“零

容忍”.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地方金融企

业改革化险.

六是坚持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

实施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

管理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加强绩

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大力削减或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提高财政资金配置

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二)２０２３年收支预算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６２６５９亿

元,比２０２２年完成数增长５％.其中:税收收入

２９６８７９亿元,增长１０１％;非税收入６５７８亿元,

下降１３２％.

２０２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６５４０９９亿

元,增长１４４％(同口径,下同).资金来源为: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３６２６５９ 亿 元,转 移 性 收 入

２０４７２７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１４３亿元,

预计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等收入７９３５７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还本等支出６９４４亿元.主要项目安排情

况是:教育支出９５７１４亿元,增长１７３％;科学技

术支出１１５４２亿元,增长１８８％;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１０３６８亿元,增长１５３％;卫生健康支出

４６６亿元,增长１３８％;节能环保支出２６７６亿元,

增长 １０４％;城乡社区 支 出 ４２４１４ 亿 元,增 长

１５３％;农林水支出６８６６１亿元,增长１５２％;住

房保障支出１８１９２亿元,增长８５％.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００亿元,

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税收收入８３４３亿元,增

长２３％;非税收入１６５７亿元,下降１０９％,主要

是罚没收入一次性因素减少.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１１３８３亿

元,增长９９％.资金来源为:省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１０００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

２１９７３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０３７亿元,

债务收入１４３亿元,预计上年结转收入４８９５亿

元,调入资金７１２５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补助市

县及债务转贷等支出２３９７０４亿元.主要支出项

目安 排 情 况 是:教 育 支 出 １６７９７ 亿 元,增 长

１２９％;科学技术支出３４８３亿元,增长１８２％;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８８７１亿元,增长１９１％;

卫生健康支出２７４７亿元,增长１５３％;节能环保

支出１９０９亿元,增长４７％;农林水支出７９５８

亿元,增长４０９％,主要是水利发展专项、省级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增加.

２０２３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２２１３３１亿

元,其中:一般转移支付１９４６９９亿元,主要包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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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权转移支付７１０６１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６７８３３亿元,固定数额补助１４３８３亿元,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１０８９４亿元等;专项转

移支 付 ２０４６ 亿 元;对 市 县 返 还 性 支 出 ６１７２

亿元.

２０２３年省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３２７亿元,较２０２２年预算减少０１亿元,同口径

下降３４％.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０３３亿元,

公务接待费０３４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

护费２６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３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３２５１亿

元,加上中央补助收入１１７５亿元,预计上年结余

收入７９４１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３５０亿元,收入总

计为１２７３６７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７０８６３亿元,增长４１８％.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总计１２７３６７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１２０２４９亿元,调出资金４５７９亿元,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２５３９亿元.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８６４

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１７３４亿元,

预计上年结余收入－１０８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３５０

亿元,收入总计４７４９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６０亿元,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３４５亿

元,彩票公益金７２５亿元,车辆通行费７３７亿元

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

计４７４９亿元,其中省本级支出１５９５４亿元,债务

转贷支出２９０亿元,补助市县支出２２４６亿元,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２９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３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７７５９

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５亿元和预计上年结

转收入３８６３亿元,收入总计３１８６７亿元,其中产

权转让收入１２亿元,下降１７４％.全省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３１８６７亿元.其中,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２０６３２亿元,下降１６％;调出资金

１１２３５亿元.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００亿

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５亿元,预计上年结余收

入１９７９亿元,收入总计２２２２４亿元.省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２２２２４亿元,其中省本级

预算支出１５９６３亿元;补助市县支出２６１亿元;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６０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２３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２４０７９０

亿元,支出安排２３４０８２亿元.

２０２３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３０２４８

亿元,支出安排１３４３８３亿元,收支缺口４１３５亿

元通过基金历年结余资金弥补.

５政府债务收支预算

财政部已下达我省２０２３年提前批新增政府债

券额度４９３亿元,其中:一般债券１４３亿元、专项债

券３５０亿元.一般债券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省本级拟留用７４２１亿元,其中:一般债券１４２１

亿元,拟用于河道防洪能力提升工程４亿元、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３５亿元、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

改造３９６亿元、区域医疗及疾控中心建设１６５亿

元、高等院校基础设施建设１１亿元.专项债券

６０亿元,拟用于集大原及雄忻高铁４３亿元、汾石

及临浮高速公路７亿元、公共卫生和防疫应急体系

建设２４亿元、大水网工程１４亿元、国省干道改

造１亿元、职业院校基础设施建设０９亿元、山西

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等转型发展项目４３亿元.

其余 ４１８７９ 亿元拟转贷市县,其 中:一 般 债 券

１２８７９亿元,专项债券２９０亿元.

我省未来三年到期债券比较均衡,偿债风险可

控.２０２３年到期６８４４１亿元(省本级１１２５４亿

元),其中:本金 ４７４３１ 亿元,利息 ２１０１ 亿元;

２０２４年到期６９７７亿元(省本级１５２８亿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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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金５０３２２亿元,利息１９４４８亿元;２０２５年

到期７２８１３亿元(省本级１３９９３亿元),其中:本

金５５１５６亿元,利息１７６５７亿元.

预算具体情况详见«二○二二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执行情况

二○二三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三、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成２０２３年及

未来五年财政工作的主要措施

２０２３年及未来五年,全省财政部门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财政政策措施,优

化财政资金安排,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一步一

个脚印推动党的二十大各项决策部署在全系统落

地生根、见到实效.具体来讲,就是持续构建“五型

财政”,高质量推动财政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一)强化政治引领,持续构建忠诚型财政

牢固树立以政领财理念.牢牢把握财政部门

政治机关属性,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全面领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坚持把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与创造性贯

彻落实有机结合,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持续强化“财”服从服务

于“政”的意识,加强对战略性、专业性重大问题的

深入研究,主动参与全局性、长远性政策制定,发挥

好专业化财经管理者作用,当好省委、省政府参谋

助手,高质量做好具体服务工作,切实把忠诚担当

奉献体现在财政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

(二)聚焦高质量发展,持续构建发展型财政

牢固树立科学理财理念.一方面,持续涵养财

源、壮大财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发挥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作用,创造性运用财

金联动、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持续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努力形成“放水养鱼”“水多鱼多”和经济增

长、财政增收的良性循环.下大力气调整收支结

构,通过支出端大力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

产业培育壮大,实现收入端新兴产业税收占比逐年

提高.另一方面,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坚

决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一般性支出,

强化“三公”经费管理,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健全完

善财政预算大事要事保障清单机制,全力支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双碳”建设、市场主

体倍增“十大平台”、“两个转型”、能源产业“五个一

体化”等重大战略任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

融资等政策研究,深入开展政策创设,持续提升保

障水平,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

教育、科技、人才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撑和机制保

障,全力支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大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科技攻关投入,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

使用机制改革,加快引进高精尖紧缺人才,积极培

育本土人才,持续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促进以高水

平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构建共享型财政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聚焦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手增投入,一手

建机制.把新增财力进一步向民生和社会事业倾

斜.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机制,保持财政支持政策和资金规模总体稳

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支持农业农村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扩规模、降成本、优品

质、畅渠道,支持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

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健全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认真落实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

调整机制,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

等制度,尽最大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进一步发挥财政二次分配对收入的调节作用,

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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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构建创新型财政

牢固树立改革创新理念.按照“健全现代预算

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薄弱环节,持续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深入推进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充分发

挥标准对预算编制的基础性作用.加强预算绩效

管理,前移绩效关口,扎实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强化

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切实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从地方税收结构、税收管理体制等

方面提出合理科学的政策建议,加快建立税种科

学、结构优化、规范公平、有利于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地方税体系.着力推进省对市县财政体制改革,健

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

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以下财政体

制,进一步推进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全面筑牢风险防线,持续构建安全型财政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强化风险

意识、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

事件的预案,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坚守基层

“三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

先顺序,健全“三保”预算事前审核和事中监控机

制,督促全省各级财政合理安排支出,坚决兜牢“三

保”底线.坚守政府债务风险底线.健全规范政府

举债融资机制,强化政府债券“借、用、管、还”全过

程管理,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抓实

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

风险底线.坚守金融风险底线.完善金融资本管

理制度,对金融领域风险高度关注、提早防范,积极

稳妥化解金融机构及衍生风险,坚决筑牢风险“防

火墙”.在不断增强财政自身发展安全性的同时,

立足全省大局,切实做好安全生产、重大突发事件

防范处置等方面资金政策保障,助力不断提高全省

发展的安全性.

具体到２０２３年,我们将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安排,聚焦财政重点任务,

认真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更大力度保持财政平稳运行.密切关注

财政收支,及时跟踪分析、预判趋势,尽早谋划对

策,确保预算平衡和财政稳健运行.优化减税降费

工作,继续不折不扣做好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应

收尽收、应免尽免,确保国家和我省的各项税费支

持政策落实落细.在此基础上,严肃财经纪律,坚

决杜绝擅自出台各类税收优惠政策,纠正越权和

“先征后返”等变相减免税行为.坚持先有预算后

有支出,严禁超预算、无预算安排支出或开展政府

采购,严禁将国库资金违规拨入财政专户.严禁以

拨代支,进一步加强财政暂付性款项管理,除已按

规定程序审核批准的事项外,不得对未列入预算的

项目安排支出.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执行各

项经费开支标准,从严控制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

等一般性支出.强化“三公”经费管理,从严从紧核

定“三公”经费并建立执行监控机制,确保“三公”经

费预算安排不超过上年度预算,年度预算执行不超

过当年预算.进一步加大财力下沉,完善财政转移

支付体系,稳步扩大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科学分

配转移支付资金,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

度,推动建立县级财力长效保障机制.

二是更强担当支持高质量发展.全力保障高

质量发展重大项目.扎实开展项目排序,分清轻重

缓急,明确优先等次,突出保障重点,确保财政资金

投入不撒“胡椒面”,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制定

２０２３年大事要事保障清单,加强政策创设,加大资

金统筹,支持市场主体倍增“十大平台”、“两个转

型”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及

生物多样性保护、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投入

力度,助力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深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继续落

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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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争取中央支持,推动我省能源产业“五个一体化”

融合发展.认真落实支持全省专业镇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支

持首批特色专业镇加快主导产业培育发展.加大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科技攻关投入,支持全省重大

创新平台建设,加快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持续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

培育链主企业,支持重点产业建链延链补链强链.

加快推动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及市县支线机场建

设,扶持培育全省通航产业、国内国际航线及国际

货运航线运营等航空产业发展.持续打好“技改资

金＋３毛钱电价＋政银企合作”组合拳,努力放大

政策乘数效应.设立开发区中小企业园区建设专

项资金,着力促进相关企业进入开发区.发挥好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作用,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规范化股改、上规升级、服务体系建设等,

不断提高相关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是更加精准增进民生福祉.坚持把农业农

村作为公共财政优先保障领域,通过大力争取中央

资金、优化涉农资金支出结构、统筹政府性基金等

方式,确保支农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支持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保持财政投入稳定,继续支持脱贫

县实行涉农资金整合试点,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抓好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领域

政策落实,促进土地出让收益更多用于农业农村.

优化全省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政策,创新开展大豆玉

米复合种植保险试点,确保试点县域农户实现愿保

尽保.加大财政支持美丽乡村建设PPP试点项目

推进力度,加快组建项目公司,按照年度建设任务

建成约６００个美丽乡村.全力支持教育优先发展,

大力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扩容提质,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支持县域普通高中建

设,适当提高省属高等院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标

准,支持高质量实施国家和省级“双高计划”,加快

建设“双一流”高校,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打

好减税降费、援企稳岗等政策“组合拳”,积极促进

就业增收.继续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和中

医药强省战略,全面推进领军临床专科、重点医学

实验室和卓越医学团队等方面建设,提升我省整体

医疗水平.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支持构建社会

化、多样化、多层次、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供给网络,

全面提升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农村养老服务

能力水平.稳妥做好社会保障政策提标扩围,合理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优抚对象、困难群众救

助等补助标准,扩大残疾人两项补贴范围,对符合

条件的困难群众给予相应的救助.积极稳妥推进

我省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筹,加大农村社会救助投

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实现城乡救助服务均

等化.

四是更实举措防范化解风险.健全完善事前

审核、事中监控、事后处置的工作机制,逐步推动

“三保”相关转移支付纳入直达资金范围,在预算管

理一体化系统中实行“三保”标识化管理,提升“三

保”保障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确保基层“三

保”不出问题.坚持“开前门、堵后门”,加强融资需

求端管理,严禁以任何方式新增政府隐性债务.分

类采取针对性缓释风险举措,盘活资金资产有序化

解存量债务,避免项目资金链断裂.加强专项债券

投后管理,健全项目管理机制,前置项目审核关口,

加大项目审核力度,探索引入专家评审机制提升审

核水平,提高入库项目成熟度和资金分配精准度.

压实专项债券项目单位偿债责任,按时足额还本付

息,确保法定债券不出现任何风险.加强政府融资

平台公司治理,将党委决策作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

前置程序,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融资,加快推

进市场化转型改革.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压

实市县主体责任,加大违法违规举债用债化债检查

发现和问责处理力度,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做

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

性风险底线.认真落实农信社改革方案,用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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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金,集中各方力量攻坚不良资产处置,切实

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五是更快步伐推进财政改革.按照国家统一

部署,继续推进分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督促各市对照省级已出台的基本公共

服务、教育等９个领域改革方案,健全完善相应配

套方案.按照“谁的财政事权谁承担支出责任”的

原则,加快界定省以下各级财政承担的支出责任,

研究出台共同事权负担比例分类分档改革方案.

深化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改革,将全省所有建制县

(不含市辖区)纳入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范围,在转

移支付、资金调度等方面加强对资金管理型省直管

县的支持.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

管”,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推进税制改革,优化税收

结构,公平税收负担,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进一

步加强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物

价变动和财力变化等动态调整支出标准,加强对项

目执行情况的分析掌握,将实际支出情况作为制定

和调整标准的依据.健全完善预决算“编制＋批复

＋公开”的闭环管理模式,建设汇集省市县三级财

政和部门单位的全省预决算统一公开平台,持续打

造“阳光财政”.推动政府采购意向早公开、全公

开,加大政府采购公平性竞争性审查,支持和保障

不同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不同等级规模的市场

主体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进

一步扩大管理范围,创新管理方式,硬化责任约束,

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进一步做好重点绩效评

价,优先选择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

项目,督促指导部门单位针对评价发现问题完善制

度、改进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快研究

出台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绩效考核评价管理办法,

促进资产科学配置、有效使用和规范处置,降低行

政运行成本.进一步健全预算绩效信息报告机制,

积极推动重要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等绩效信息

公开,以更加有效接受监督促进提升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３年及今后五年财政工作,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自觉接受省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省政协

的意见和建议,守正创新、务实笃行,以实际行动为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山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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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罗

清宇所作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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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和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

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全面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坚定扛起以

法治方式服务转型综改、能源革命“两大使命”和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责任,担当作为、扎实工作,团

结奋斗、锐意进取,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

践,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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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罗清宇

各位代表:

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

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

过去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把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

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党的二十大,回顾总结了过去

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对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行了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

立了行动指南.省人大常委会按照党中央及省委

部署安排,着力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

下功夫,深刻领悟到,“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

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新时

代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政治

保证.担负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的新使命新

任务,必须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五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十三届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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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紧紧

围绕省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

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审议完成法规

案１５５件,其中制定５８件、修订２０件、修正４５件、

废止３２件.审查批准设区的市法规２２３件.听取

审议专项工作报告７３项,检查法律法规实施情况

２０项.审查报备的规范性文件３３７件.作出重大

事项决定３０件(次).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９０３

人(次).重点督办代表建议５７项１４０件.２０２２

年,贯彻落实省委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

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监督等工作,制定汾河

保护、数字经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社会信用、中

医药、小杂粮保护、绿色建筑发展、整沟治理、禁牧

轮牧休牧、教育督导、社区居家养老等１１件法规,

修改反不正当竞争、安全生产、燃气管理、泉域水资

源保护等１０件法规,初审湿地保护、平安建设、档

案管理等３件法规;作出支持和保障山西中部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等决议决定７件;在做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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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的计划、预算、审计、环保、国有资产管理、

政府债务等监督工作的同时,还听取审议了承诺制

改革、国土空间规划、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外事工

作服务对外开放新高地、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法律

监督等专项工作报告,对汾河保护、警务辅助人员、

动物防疫、优化营商环境等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

查,在谱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

章中展现了人大担当,贡献了人大力量.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保持人大工作正

确政治方向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对人

大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指示要求,自觉把坚持党的

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统揽和指导工作.建立并

落实第一议题、专题讲座等制度,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每一项

工作,首先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

指示精神,从中找到推动实践、破解难题的智慧和方

法.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为基

本功、必修课,每年召开全省人大学用交流会,推动

全省人大更好地运用新时代人大制度建设和人大工

作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

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两个转型”、能源革命、

绿色转型、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安排部署和

工作要求,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实践

中,在打好决胜全面小康三大攻坚战和防疫情、稳

经济、保安全等大战大考中,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

职尽责.

始终把人大工作置于党的全面领导之下.健

全完善人大接受党的领导制度,细化明确２０项向

省委请示、报告、报备事项.切实发挥常委会党组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

中的重大问题由党组集体研究决定,依照程序进行

落实.在各专工委设立分党组,履行政治保障责

任.修改常委会工作规程、组成人员守则,强化政

治标准、政治要求.在常委会会议期间设立临时党

支部、党小组,就重要议程和事项统一思想,确保省

委决策意图顺利实现.

二、坚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充分

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重要论述,加强制度建设、阵地建设,努力把

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大各项工

作中.

立法工作全面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编制立

法规划和计划,注重从代表议案、群众建议中确定

项目,五年来,９６件法规来自于代表议案、群众建

议.所有法规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过代

表联络站面对面听取群众对立法的意见建议,充分

发挥１３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论证会、听证会开

在基层,拓展群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夯实民

意基础.

监督工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定监

督计划,充分听取相关单位、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五年来,围绕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

问题确定７６个监督项目.通过实地查看、问卷调

查、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充分反映群众意愿.连续

两年就省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组织代表视察,推动

项目落地见效.

代表工作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全

省建成１５１０个联络站、３７８３个联络点,９．２万余名

五级代表全部编组进站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宪法

法律法规,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事９．８万件.

深化拓展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系群众“双联系”

制度,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执法检查、调

研和计划、预决算审查等工作常态化.五年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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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席常委会会议３４１人(次),参加立法调研、执

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活动 ２４８６人(次),组成人员

联系基层代表近２０００人(次).

选举任免充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严格依

法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圆满完成任免工作,将党的

人事安排意图转化为人民意志.组织３２４人(次)

宪法宣誓,强化任命人员宪法意识和公仆意识.提

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指导意见,加强培训指

导,在全国率先完成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保障人民

当家作主权利,加强了基层国家政权建设.

三、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着力提

升立法保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水平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立法突

出特色、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等重要指示要求,紧紧

围绕省委转型综改、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坚持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确保法规立得

起、接得住、真管用,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保障.积极探索“小切口”立法,通过“切小题

目、切细内容、切准特色、切实措施”,“量身定制”解

决实际问题,全国人大肯定山西走出了一条精细立

法、精准立法的路子.

及时把省委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

转化为法规制度.“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赋予山西的两大使命,制定创新驱动高

质量发展、开发区条例等一批法规,以法治方式保

障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制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

进条例,作出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

作的决定,助力山西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解决制

约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实现

可持续发展.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制定整沟治理促进条例,巩固拓展我省统

筹生态环境保护和乡村振兴治理实践成果,相关做

法得到全国人大肯定,写入黄河保护法.制定数字

经济促进条例,引领促进产业转型和数字转型一体

推进、深度融合.作出支持和保障山西中部城市群

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推动省委“一群两区三圈”城乡

区域发展新布局落地落实.

精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社会信

用、优化营商环境等法规,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发

展环境,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制定修改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外来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等法规,通过

管用有效的扶持服务,支持保障市场主体蓬勃发

展.制定小杂粮保护、经济林发展、农业生产托管、

促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等法规,推动农业特色

转型、优质高效发展.制定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强

化预算约束,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织密扎牢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法治网.实施

“两山七河一流域”保护立法计划,制定汾河保护条

例,全面加强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定禁牧

轮牧休牧条例,保护、培育和修复林草植被,维护生

态安全;修改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强化泉域水资

源补给修复、集约利用;修正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等条例,初审湿地保护条例,指导设区的市开展流

域协同立法,筑牢绿色生态屏障,推进美丽山西建

设.制定修改大气、水、土壤、固废污染防治等法

规,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助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制定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推

进建筑领域节能减排,引导推动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

保护利用得天独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山

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厚重、遗存丰富,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责无旁贷.制定

修改传统村落、山西老陈醋、平遥古城保护条例,发

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打造中国文化传承弘扬

展示示范区.山西是革命老区,遍布全省的红色资

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

脉义不容辞.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出台红色文化

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制定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条例,

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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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山

西是资源大省,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责

任,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艰巨.修改安全生产、消

防、燃气管理条例,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提升本质安

全水平.制定修改工会法实施办法、警务辅助人

员、行政执法等法规,初审平安建设条例,推动社会

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

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

扎实推进民生领域立法.制定教育督导条例,

修改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两个实施办法,促进

构建公平优质教育体系.作出促进技能山西建设

的决定,推动以技能促就业、以就业促增收.制定

中医药条例,出台全国首件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

生一体化法规,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

需求.制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康养产业促进条

例,推进高品质全生命周期卫生健康服务.

各位代表,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

党百年来的执着追求.我们要始终如一、脚踏实地

坚持立法为民,让立法工作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发挥

更大作用.

四、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有力推

动党的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贯彻落实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要用好

宪法赋予的监督权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落实党中

央及省委决策部署,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

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监督的

刚性和实效不断增强.

推动党中央有关改革部署落地落实.推进人

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加强

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是党中央和全国人大部署的两

件大事.对支出预算和政策开展全口径审查和全

过程监管,加快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推动预算

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不断深化.连续五年听取

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作出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监督的决定,更好地发挥国有资产在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等方

面的作用.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听取审议国土空间规

划报告,调研支持和保障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

展的决定实施情况和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情况,

推动优化城乡区域发展空间形态和重大生产力布

局,为把太忻经济区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助力.

听取审议“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创优法

治化营商环境、外事工作服务对外开放等报告,检

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并进行专题询问和

满意度测评,助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推进对外开

放新高地建设.听取审议释放科技创新活力工作

报告,检查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并开展

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赋能

高质量发展.听取审议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

报告,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乡村文旅产

业发展专题调研,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推动法治山西建设.听取审议纪法贯通法法

衔接制度建设、国际追逃追赃报告,稳妥审慎、依法

有序支持监察体制改革.听取审议法院刑事审判、

行政审判、基本解决执行难等报告,检察院法律监

督、公益诉讼、控告申诉等报告,作出关于加强检察

公益诉讼等决定,支持督促“两院”强化司法保障,

维护公平正义.听取审议“七五”普法决议执行情

况报告,作出“八五”普法决议,提升全民法治意识.

建立完善人大代表转递群众信访事项办理等机制,

促进国家机关改进工作、依法履职.

推动增进民生福祉.开展就业促进法律法规

执法调研,推动疫情背景下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检

查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残疾人

保障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连续两年开展农村贫困老

人低保兜底与社会养老政策衔接专题调研,推动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落细落实.听取审议整治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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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学前教育、师德师风建设等报告,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推动绿色发展.保护好山西的母亲河是我们

的历史责任,汾河保护条例出台后当年进行执法检

查,推动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

来.听取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等报告,检查大

气、水、土壤、固废等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源法律法

规实施情况,调研汾河中上游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与

黄河流域林草生态建设情况,助力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

各位代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要坚决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以法治方式推动绿色发

展,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可持续、更有

保障.

五、坚持代表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和保障

代表更好依法履职、使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成为人民

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的重要指示要求,不断加强代

表工作能力建设,完善履职服务保障机制,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作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加强代表工作制度建设.制定修订代表法实

施办法,代表议案及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和处理

办法３件法规,配套５个方面４９个实施细则,形成

了代表工作的制度化体系化安排.制定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省人大代表工作的意见和常委会组成人

员、各机构分工联系省人大代表的制度,压实服务

代表责任.

推进议案建议“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五

年来,省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共提出议案１６３项、

建议４５９９件,全部在法定时限内办结.确定的５７

项事关全局、代表普遍关注的重点督办建议,实行

常委会副主任牵头督办、副省长领办.建立健全集

中交办、重点督办、跟踪落实、结果反馈闭环式办理

机制和代表与承办部门面对面沟通机制,开展优秀

议案建议评选,开通网上办理平台和“代表建议直

通车”,推动议案建议办理由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

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围绕提升政治素质、

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提高审议能力等,每年举办

代表培训,省人大代表基本实现全覆盖.增加代表

活动经费,提高无固定工资收入代表履职补贴,创

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向申纪兰学习、做人民好代

表”活动,强化“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的责任担当.广大代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推动复

工复产,为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

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贡献了代表力量.

六、坚持“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加强常委

会建设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及其常

委会要成为“四个机关”的定位要求,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全面加强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

提升常委会履职能力和水平.

着力加强政治建设.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提高组成人员

和机关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督促机关主动接受省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

组监督,深入开展清廉机关创建工作,把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强化实干担当作风.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及实施细则,持续纠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树牢群众观点、加强调查研究、主动

问需于民;制定具体措施,精简会议文件、改进文

风、改进执法检查工作;鲜明树立“实字当头”工作

导向,机关干部“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不断强

化,担当干事的精气神进一步焕发.

加强人大制度与工作的宣传.发挥人大工作

与理论研究会作用,办好人民代表报,常态化举办

法规新闻发布会,连续五年开展“三晋人大代表采

风行”活动,深入宣传报道人大工作情况和代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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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事迹,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入人心.

增强人大工作整体实效.自觉接受全国人大

指导,配合开展立法调研、执法检查等工作.多次

召开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全省立法工作座

谈会,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备案审查、预算联网监

督等工作的指导,推动全省人大工作水平整体

提升.

各位代表,五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

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

和机关工作人员辛勤工作的结果,是省人民政府、

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密

切配合的结果,是市县乡人大大力支持的结果.在

此,我代表省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常委会工作还存在一些差

距和不足,主要是:立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力度还

需进一步加大,监督工作的实效性还需进一步提

升,代表履职服务保障还需进一步加强,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等等.这

些问题需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加以改进.

五年的工作实践,我们深切体会到,落实党中

央及省委要求,有效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就是要做到“四个必

须”:

———必须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强化政治属

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重要政治机关,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心怀“国

之大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这是人大工作把准方向、发挥作

用的政治保证,也是人大工作行稳致远、高质量发

展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要求.

———必须围绕中心大局,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

所愿,推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大工作的一贯要求.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以法治方式

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过去工作的着力

点,也是今后需要牢牢把握的工作主线.

———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密切联系群众是人大最大的优势,联系群众重要的

渠道就是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要不断丰富代表联

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更好地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

惠民生,始终保持人大工作的生机活力.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努力提高工作质量.

人大工作必须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

法定程序,依法履行职权,同时要注重创新工作机

制和方式,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升,更好担负

起奋进新征程的新使命.

今后一年工作的建议

各位代表,党的二十大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

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对

全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创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出了部署安排.省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锚定时代方

位、找准工作定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建设“三区三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要求和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提出的同步

推进“两个转型”、能源革命和“五个一体化”、深化

改革开放、强化科教人才支撑、健全民主法治、建设

文化强省、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美丽山西、维护安全

稳定、全面从严治党等“十个更大”要求,按照省委

书记蓝佛安提出的重要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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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履行宪法法律

赋予的职责,坚定扛起以法治方式服务转型综改、

能源革命“两大使命”和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责

任,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

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作出贡献.

各位代表,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

的关键之年,也是省十四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起

步之年.省人大常委会要紧跟中央决策、紧扣全省

大局、紧贴群众期盼,着力增强人大立法、监督、代

表等各项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奋力开创新时代

省人大工作新局面.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人大工作

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将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按照省委十二届五

次全会的安排部署,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

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严格落实

重大问题、重要事项向省委请示报告制度,确保人

大工作始终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要毫不动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保障人

民当家作主.提升联络站工作绩效,探索建立人大

代表网上联络站,推动代表小组活动与联络站活动

有机结合.更好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研究咨

询基地作用,深入开展立法调研,完善邀请代表列

席常委会会议和座谈、参加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

机制,扩大人民群众对人大工作的有序参与.强化

代表思想政治建设,认真组织初任培训和履职学

习,全面提升履职意识和实践能力.加强对代表依

法履职的保障和支持,规范代表经费使用管理,完

善代表履职服务平台功能,制定省人大代表向原选

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办法.提高代表议案和建议

办理质量和实效,强化办理过程管理和跟踪督办力

度,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让代表满意,让群众

受益.

要毫不动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推动党

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和法律法规有效实

施.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聚焦聚力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谋划推进人

大工作.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科学提出五年立法

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加大“小切口”立法探索力

度,注重把先行先试的成功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

制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湿地保护、城市垃圾管理、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

定等方面的法规,修改代表大会和常委会议事规

则、地方立法条例,道路运输、土地管理、节约能源、

文物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全民健

身等法规,进一步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工作的指

导,提升全省的法治保障水平.在继续做好法律明

确规定的监督工作的同时,听取审议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文旅融合创新发

展、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安全生产、国有资产管理等

情况的报告,检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数字经济、文

物保护、社区居家养老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

一系列执法调研和专题调研,全面加强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持续增强人大监督的刚性和实效,

确保各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

展工作.

要毫不动摇坚持“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扎实推

进人大机关自身建设.省人大机关是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保障班子,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机关”的定位和要求,时刻

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自觉践行“三个务必”,健

全完善人大组织制度、工作程序和议事规则,加强

信息化建设,支持人大工作与理论研究会发挥作

用,全面加强机关各方面工作和建设,努力打造政

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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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大工作队伍,为人大工作和代表履职提供优质

高效服务.

各位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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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担当尽责、扎实工

作,团结奋斗、锐意进取,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

章贡献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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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所作的«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高级

人民法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这个报告,决定予

以批准.

会议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牢

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锻造过硬法院队伍,着力推进法院工作现代化,

全力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

命,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司

法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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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冯　军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

志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主要工作

过去五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极不寻常、极

不平凡的五年,是全省新时代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五年,也是全省法院工作取得重大发展进

步的五年.五年来,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的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有力监督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正确指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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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

取得新成效、实现新发展.五年来,全省法院共受

理各类案件２６１７５万件,审执结２５７９２万件,分

别比前五年上升８０６％和６４９３％;其中,省高院

受理４８９８６件,审执结 ４７２１６ 件,同比分别上升

９９８２％和７８７３％.２０２２年,全省法院受理案件

６３３９万件,审执结５９５６万件,克服疫情影响再

创历史新高.审判执行质效不断提升,法院整体工

作稳步向好,为新时代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生动

实践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把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法院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五年来,我们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第一

要求,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中坚守司法之魂,坚决把牢法院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制定«加强全省法院党的政治建设

的实施意见»,深入开展“两个确立”主题教育,省高

院领导班子在蔡家崖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追寻领

袖足迹、在右玉绿化丰碑前重温入党誓词,沉浸式

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传承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筑牢政治忠诚根基.认真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制定出台«关于在审

判执行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２０２２年向省

委及省委政法委请示报告重要工作、重大事项２３５

次.组织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研讨实践

活动,举办３期全省法院院长加强政治建设专题培

训班,牢牢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全省法院迅速掀起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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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热潮,省高院党组１６次召开会议集中学习、交

流研讨,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基层和审判一线开

展宣讲活动,组织干警２０８万人次参加网络答题

竞赛.各级法院以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主题党日

活动、“两微一端”学习专栏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实

现学习宣传贯彻活动全覆盖.广大干警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体现到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行动

上,努力交出了一份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的新时代司法答卷,全省法院诉服质效及

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创优法治

化营商环境、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行政审判等

工作受到省委、最高法院领导批示肯定,环境资源

审判、政治督察工作、廉洁文化建设在全国法院专

题会议上介绍经验,全国法院媒体融合推进现场会

在山西召开,“全国文明单位”大同中院、“全国优秀

法院”阳泉市城区法院等１６４个集体,“双百政法英

模”、党的二十大代表田亚欣等２３５名个人受到省

部级以上表彰表扬.

二、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

和安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五年来,我们锚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

审结一审刑事案件１２２１万件,在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上展现新作为.

———严惩各类犯罪,守护三晋平安.坚持把维

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２６９件,坚决捍卫国家政

权安全和制度安全.依法审结危害国防利益犯罪

案件６３件,支持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坚决依法

严惩危害社会稳定犯罪,审结杀人、放火、抢劫等严

重暴力犯罪案件２５８９件,盗窃、抢夺等多发性侵财

犯罪案件１５０４５件,毒品犯罪案件９１６６件.临汾

市襄汾县法院公开宣判聚仙饭店“８２９”重大坍塌

事故案,依法惩治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促进安全生

产.深入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晋中中

院当庭宣判一起案值２９５８万元的养老诈骗犯罪案

件,主犯韩某某被判处无期徒刑.依法惩治涉疫情

防控违法犯罪,审结利用疫情诈骗、哄抬防疫物资价

格等犯罪案件８９件.坚决严惩贪污腐败,审理贪

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３２９３件,其中被告人

为中管干部的５件、省管干部１１３件,对季缃绮、张

杰辉职务犯罪依法定罪量刑,对张中生判处死缓、终

身监禁,依法审理“６０３”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系列案

件,彰显了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

———强力扫黑除恶,清除社会毒瘤.坚决打赢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推进常态化扫

黑除恶,依法审结一审黑恶案件１８９１件,二审审结

１１４２件,判处“小四毛”任爱军、陈鸿志等３４６９名涉

黑涉恶被告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涉黑案

件被告人重刑率达５０２５％.依法惩治涉黑“保护

伞”７３案８５人.运城“盗墓黑帮案”入选２０１８年度

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创新“黑财清底”举措,财

产刑追缴、没收违法所得执行到位金额３０６１５亿

元,位列全国法院第一.深入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

罪法»,助力源头治理防范,向重点行业领域发出司

法建议２１８９份,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省高

院被评为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

———深化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线上将２３７个人民法庭接入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线下将３３个法庭“嵌入”当地

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在社区、乡村建立６１０个法官

工作室,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前沿堡垒”.长治中院

推动全市１２个县区多元解纷中心实质化运行,最

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临汾市尧都区法院河西法庭创建一体化纠纷解决

机制,入选最高法院“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服务基

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三、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立足司法职能服务

大局,全力护航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五年来,我们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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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省委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重大部署,出台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

展、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保障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等１８件审判工作指导意见,将

审判执行深度融入省委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不断取

得新成效.

———全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高院围绕

“三区三地”发展定位和“一群两区三圈”发展新布

局,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法院.紧跟

同步推进“两个转型”战略部署,积极服务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太原中院出台«服务保障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忻州中院制定２７项服务太忻

一体化经济区发展的具体举措,切实为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提供精准高效的司法服务保障.助

力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

工作机制,设立巡回法庭,建立知识产权技术调查

官制度,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９６１９件.省高院

构建“司法＋行政”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格局,与省

检察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共同建立知识产

权保护示范基地,组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

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努力营

造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氛围.长治市壶关县

法院审理的“圣城家园网”侵犯著作权案,入选国家

版权局“剑网２０１９”专项行动十大案件.服务促进

新旧动能转换,成立省市两级破产管理人协会,出

台破产案件立案指引、加强“僵尸企业”破产审判、

建立破产案件快审机制等三个指导意见,健全完善

府院联动、管理人准入选任等破产审判配套机制,

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功能,

妥善审结企业重整、破产案件１４０６件.晋中中院

９７天审结永泰能源破产重整案,创造审理千亿级

上市公司重整案全国用时最短纪录.

———倾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践行“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服务“三无”“三可”目

标要求,省高院出台«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方

案»,为市场主体投资兴业、公平竞争提供高水平法

治保障.五年来审结一审商事案件９２５４万件.

加大产权保护力度,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

罪,为企业家依法投资创业提供法律“护身符”,对

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的２１名企业家依法宣告无

罪.省高院与省工商联共同搭建促进民营企业健

康发展服务平台,制定«联企服务专项活动方案»,

２０２２年各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开展联企入企活动

１９１８次,打通法企畅联“最后一公里”.长治市沁

源县法院成功调处“三一重工”与通州集团４０００万

元合同纠纷,双方尽释前嫌,又新签订了８０００万元

的合作协议,实现了“解纠纷、促发展”的最佳双赢

效果.持续开展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活动和损害

营商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依法审结非法经营、

虚假出资、串通投标等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案件８４１

件.运城中院依法驳回１２名村民通过“堵大门”等

方式扰乱企业生产秩序、胁迫索要１２６万元补偿款

的非法诉求,坚决向“谁闹谁有理,谁横谁得利”说

不,切实保障市场主体安心经营.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依法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建立地方金融风险防控平台,推送风险预

警提示７６０３次;审结涉“套路贷”、集资诈骗、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等涉众经济犯罪案件１５１３件;持续开展

涉金融机构案件执行攻坚,执行到位金额２６６６９亿

元.吕梁中院成功审结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联盛集

团破产重组案,化解债务风险２０００亿元,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助力企业防范化解经

营风险,建成省属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平台,点对点反

馈问题、预警提示１５２５次.积极发挥司法能动作

用,有效协调协助化解我省国有企业资产流失风险

隐患.组织开展“民营企业家开放日”活动,向企业

家发放法律风险防控手册,促进企业提高合规经营、

风险防范能力.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审结一审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３３０１６

件.省高院主动作为,创造性提出和运用“诉前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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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司法确认”模式,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

有力确保“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目标的实现,受

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充分肯定.

———竭力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认真落实司

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２０条,２０２０年以来妥善处

理因疫情引发的确认合同效力、房屋租赁、劳资用

工等纠纷案件３２４９８件,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坚持

审慎善意文明司法,积极运用执行和解、“放水养

鱼”等柔性执行方式,对４７８１家企业暂缓适用强制

措施,为企业释放资金１７１７２亿元、土地２１９万

亩,帮扶２７７９家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综改示范区

法院对涉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３９件案件集中执

行,执行到位３９００余万元,帮助困难企业应对疫情

冲击、缓解资金压力.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乡村振兴.服

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

结农村土地流转、林权转让和乡村产业发展等涉农

案件３１８０件,运用法律手段积极支持保护“宁化

府”陈醋、“沁州黄”小米等特色品牌做大做强,促进

农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大力开展根治欠薪冬季

专项行动,晋中市太谷区法院为２６６名农民工集中

发放５００余万元欠薪款,及时解决农民工兄弟的

“忧酬烦薪事”.深入开展“双联双促”活动,三级法

院驻村工作队精准开展定点帮扶,省高院驻村工作

队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山西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忻

州中院干警、驻村第一书记张利春同志将生命永远

定格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路上.

———大力支持“放管服”改革.建立省市两级

府院联席会议机制,实现行政案件交叉、集中管辖

全覆盖,审结各类一审行政案件２３２７５件.服务市

场主体倍增工程,依法审理行政许可、行政登记等

案件１１７９件.妥善审理房屋征收、违建拆迁、土地

资源类案件３８９８件,保障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顺

利推进.大力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以调解、

和解撤诉方式结案３５３１件.运城市盐湖区法院成

立全省首个行政争议诉前调解中心,更好地推动预

防和化解行政争议.贯彻落实“一个案例胜过一打

文件”重要要求,省高院连续三年举办省直机关厅

级领导干部集中旁听庭审活动,连续五年公布行政

审判典型案例,连续九年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有

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为“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法

治环境.

———有力助推守护“山西好风光”.深入践行

“两山”理念,省高院出台«关于服务保障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会同省

检察院、省公安厅等七部门签订«关于服务保障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协作的意见»,

深化环境资源“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审理各类环

境资源案件１７７８９件,７起案件入选最高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积极构建汾河全流域司法保护格局,探

索建立“保护基地＋专业法庭”服务保障模式,先后

设立汾河入黄口、汾河源头等４个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基地以及２９个环境资源专门法庭,引入“补植复

绿”“增殖放流”等恢复性司法新模式,护佑绿水青

山、黄河安澜.

———努力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加大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审结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类犯罪案件６８４件,成功追缴了“晋公盘”

“兽型铜觥”、西汉“彩绘青铜雁鱼灯”等一批国家珍

贵文物.建立右玉长城司法保护基地,设立大同云

冈、应县木塔、碛口古镇等文化保护法庭,切实以法

治力量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千年文化瑰宝.

四、牢记初心使命,践行司法为民,努力让人民

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五年来,我们聚焦坚持人民至上,紧盯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在保民安、纾民困、解民忧、增民利、促

民享、暖民心上倾力强化司法供给,司法为民迈上

新台阶.

———用心用情用力保障民生权益.扎牢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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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障网,守好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药

瓶子”,依法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１４３９

件,坚决保护“舌尖上的安全”.创新探索家事审判

“山西模式”,审结赡养、抚养、继承、婚姻等家事案

件２１７８万件,调撤率达５２７９％,在全省推广阳

泉市平定县法院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预警”处

置机制,最高法院周强院长亲临调研并充分肯定.

全力维护好“一老一小”合法权益.临汾市曲沃县

法院成功调解我省首例涉及９３岁老人的赡养类公

益诉讼案件,积极倡导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加强未

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朔州中院依法判处虐打女童

致脑梗死的继母王某无期徒刑,发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最强音.阳泉市盂县法院干警往返山西、云南

两地５０００余公里,异地执结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件,

让年幼的孩子重回母亲怀抱.太原市杏花岭区法院

公开审理我省首例涉未成年人文身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对未成年人文身行为“亮红牌”,中央电视台«法

治深壹度»栏目予以报道.法治微电影«你依然是天

使»等原创作品受到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表彰.

———向上向善引领社会风尚.坚持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办案全过程,通过司法断案

弘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忻州中院公开审理侵害

续范亭将军名誉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坚决捍卫英

烈荣光.晋城中院依法从严判处抢夺公交车方向

盘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四年,用法治守护公共安

全.临汾中院妥善审理“醉酒开车坠湖溺亡案”,依

法认定水库管理人不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不让守法

者为他人过错买单.省高院与省电视台共同录制

播出５０期“法官说民法典”节目,通过典型案例,让

广大群众知道法治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

什么,用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的公正裁判树立行

为规则,培育良好社会风尚,深化全民法治观念.

———常态长效攻坚执行难题.深入推进“切实

解决执行难”,在全省法院先后开展“晋法出击”“三

晋执行护民生”等６次执行集中攻坚行动,执结各

类案件８０５７万件,执行到位金额２１７２８７亿元,

全省法院执行质效主要指标进入全国法院第一方

阵.２０２２年在省委政法委领导下,全省法院组织

开展“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行动,查封不动产

８５８５处,查封、扣押车辆８２６６辆,拘传、拘留４４１６

人次,移送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案１３７人,

共执结案件１６１６万件,执行到位金额５５２７２亿

元,最高法院给予充分肯定.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强

制腾退友谊大厦五层附属楼,执结１８年的历史积

案,中国农业银行太原支行送来感谢信,«人民法院

报»予以专题报道.

———全心全意优化诉讼服务.健全完善一站

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省高院牵头建成对接

１２个部门调解系统的山西多元解纷平台,诉前调

解案件４０８５万件,调解成功率达７６４５％.晋中

市榆次区法院“灵活应用解纷平台源头化解诉讼纠

纷”入选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典型经验.打造诉讼

便民品牌,省高院建成全省法院诉讼费管理系统,

实现线上缴退费.太原法院实行诉讼费一次性缴

退机制,大同法院推出诉讼费减半预缴制度,晋城

法院创设执行服务中心,努力把最优服务提供给人

民群众.积极推行网上立案、云端庭审、隔空调解、

掌上执行等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全省法院网上办理

诉服事项１６７６３万项,网上立案３２７３万件,跨域

立案４２１２件,电子送达１１８９２万次,云庭审７０８

万次,云调解２１１２万次.１２３６８诉服热线提供２４

小时在线服务７４２８万次,切实为群众提供一门通

服、一站通办、一号通联的全天候全地域全流程诉

讼服务.疫情封控期间,太铁中院与上海浦东新区

法院及上海证券结算中心线上办理３４８８万元股权

转让执行案件,展现了“审判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

不止步”的司法担当.

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持续强化审判监督管

理,深入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五年来,我们坚持守正创新,在提升审判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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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法公信中有力解决司法难题,司法改革实现新

突破.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紧紧牵住

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明确入额必办案,９８％

以上的裁判文书由独任庭、合议庭直接签发.建立

员额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先后遴选６批次３９６８名

员额法官,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增加３１２个员额

编制,确保司法资源与审判负荷科学精准匹配.基

层法院如期完成内设机构改革,人财物省级统管实

施到位,员额法官薪酬待遇全部兑现,省高院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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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高法院充分肯定.

———深化诉讼制度和审判机制改革.积极推

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改革完善

提级管辖和再审程序,去年全省法院一审判决案件

发回重审率为０９％,同比下降０８个百分点.深

入开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坚持罪

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对２０２名被告人宣告

无罪.积极推进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建立健全

速裁快审快执机制,２０２２年一审案件简易程序适

用率达８５０１％,案件平均审理时间４０８天,较

２０１７年减少了５３８天.全国模范法官杨春光带

领的速裁团队去年结案９１５件,调解率达８０９％,

平均办理一起案件仅用８４天.

———深化审判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改革.制定

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合议庭工作细则和院

庭长审判监督管理办法,厘清院庭长与办案法官的

权力和责任界限,更好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

者负责”.充分发挥“四类案件”监管平台作用,推

送案件督办提示７１１２万条,开展类案和关联案件

查询检索１２２万次,有效提升审判质效.强化审级

监督,对二审和再审案件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

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依法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

件３０８４９件,依法裁定再审案件２０９１件.深入推

进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建立涉诉信访处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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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三级法院评查化解省委政法

委交办的涉诉信访积案２８９６件,省高院信访局被

表彰为“全国信访系统先进集体”,央视«新闻联播»

予以报道.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和应用.推进智慧审

判,深度应用电子卷宗系统、远程提讯、电子签章等

信息化手段,研发的“刑罚变更类案件智慧判案辅

助系统”入选第二届“数字中国”成果展.推进智慧

执行,完善网络查控系统,研发并上线运行全国首

个执行案款信息监管平台,全面构筑执行案款规范

管理的“数据铁笼”.推进智慧管理,建设智慧案管

平台,强化大数据提取分析,实现审判执行关键节

点全程留痕,质效数据实时动态自动生成,执法办

案全程可视化监督,为审判执行质效提升插上科技

“翅膀”.

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驰而不息正风肃纪,着

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法院铁军

五年来,我们狠抓全面从严治党管院,在持续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中锤炼过硬法院铁军,队伍建设

焕发新面貌.

———强化政治引领铸忠诚之魂.全省法院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

教育、队伍教育整顿,持续开展红色革命教育、廉政

警示教育,２０２１年组织全省法院干警参观红色教

育基地４３３批次,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培训７０３场

次,把对党绝对忠诚融入血脉.大型党建全媒体节

目“奋进赶考路”法院篇,讲述全省法院抓党建带队

建促审判的感人故事和生动实践,播出后收到良好

反响.大力弘扬英模精神,组织“百年百场”晋法融

媒体系列报道,举办以“初心使命”和“弘扬英模精

神,淬炼法院铁军”为主题的英模事迹报告会,召开

全省法院“双优双先”表彰会,推动形成学习英模、

崇尚英模、争当英模的浓厚氛围.

———坚持从严治党立干净之本.强力正风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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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反腐,先后开展“以案为鉴、筑牢防线”“纪律作风

整顿年”和“以案说法、以案说纪、以案说理”等专题

警示教育活动.省高院与省纪委监委共同制作警

示教育片«衡鉴»,全国首创 “三个规定”微动漫、表

情包,建立常态化跟踪监管和响应机制,受到中央

政法委充分肯定.全面加强法院系统清廉机关建

设,去年深入开展司法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查

纠各类突出问题１６９１件次.坚持刀刃向内、刮骨

疗毒,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队伍教育整顿

期间严肃查处全省法院违纪违法干警４８０名.

———锤炼过硬本领尽担当之责.突出实战实

用实效导向,定期组织庭审观摩、案例研讨,开展优

秀调研成果、裁判文书评选,举办各类培训班２７４

期,线上线下培训干警７９万人次,组织开展全省

审判业务专家评选活动,全面提升司法能力.２７

名同志获评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

国审判业务专家,５０名法官获评我省审判业务专

家,以先进典型激励干警担当作为,激发队伍活力.

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自觉接受监督,

不断改进和提升法院工作水平

五年来,我们倾听民意民声,在更加广泛接受

监督中推进公正司法,司法工作增添新动力.牢记

司法权力来自于人民,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

主监督.省高院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历次会议

决议,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民事执行、刑事审

判、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等工作情况１０次,逐项落

实审议意见.真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意

见建议,省高院制定«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办理规则»,把反映人民呼声的１１１件代表意见建

议、委员提案积极转化为公正司法的具体措施,办

复率１００％.推动代表委员监督法院工作常态化,

去年邀请１９０位全国及省人大代表、１５８位省政协

委员现场见证“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让司法活

动始终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贯彻实施监察法和监

察法实施条例,自觉接受监察机关对法院工作人员

监督.依法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及时办理检察

建议,认真办理抗诉案件,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广

泛接受社会监督,深入推进阳光司法,公开案件审

判流程信息１４０６６万件、裁判文书１５６７２万篇,

庭审直播５１７８万场,省高院直播场次稳居全国高

院前列.及时回应人民关切,开展公众开放日活

动,运用新媒体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沟通,“两网两微

八号”晋法融媒矩阵发布信息１４５万条,阅读量逾

２２２亿人次.省高院连续三年被中央政法委评为

新媒体建设先进单位.

各位代表,五年来全省法院工作的发展进步,

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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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监察

委员会监督,省检察院监督制约,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支持,各级党政

机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

众关心支持,以及全省法院干警团结奋斗的结果.

在此,我谨代表省高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

的敬意!

五年来的奋进历程,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新

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本质

要求,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指引,必须坚持履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

重要职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必

须坚持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必须坚持发扬斗

争精神的意志品质,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创新的发展

要求,必须坚持打造过硬队伍的重要保障.这八个

方面的经验,我们将在新的赶考路上牢牢坚持、笃

行不怠.

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全省法院工作还存

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司法理念、司法能力与新时代

新要求相比仍有差距;案件数量高位增长,诉源治

理工作仍需积极推进;审判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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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进一步提高;少数干警仍存在司法作风不正、

司法不廉的问题.对此,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工

作,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２０２３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

年,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奋进之年.全省

法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和最高法院部署要

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坚

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服务大局、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全力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的职责使命,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法院工

作现代化,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

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捍卫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上更加坚定自觉.深

化“两个确立”主题教育,全面加强人民法院党的政

治建设,不断提高广大法院干警的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

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

续掀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举办法院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展

全员培训轮训,丰富创新学习形式,教育引导广大

干警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法院工作中坚持好、运用

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夯实维

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的思想政治

基础.在真学真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上持续用

力,确保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

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在法院工作中不折

不扣落到实处.严格执行政法工作条例和重大事

项请示报告制度,常态化开展政治督察、司法巡查,

切实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落实到法院工作各方面

全过程.

二是紧紧围绕大局履职尽责,在服务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坚定不移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

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犯罪,坚定维护国家政

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严惩杀人、抢

劫、涉枪涉爆等严重暴力犯罪,推进扫黑除恶常态

化,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电信网络诈骗、养

老诈骗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依法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走私、危害税收征

管等违法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治腐败

犯罪,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适应疫情防控新阶段新要

求,执行最高法院«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的意见»,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服务业复苏.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

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营造

“三无”“三可”一流营商环境.服务同步推进“两个

转型”重大战略,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新兴领域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妥善审理涉及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案件,妥善处理数字权利保护与数字经

济发展的关系,助力提升数字经济科技实力和创新

能力.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通过法律手

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服务保障化解

经济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各类房地产、金融案

件,加强破产审判工作,积极适用破产重整、清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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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推动企业再生改造或依法有序退出市场,以法治

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三是坚定不移践行为民宗旨,在依法保障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上展现更大担当.深化“为群众办实

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创新司法为民服务举措,提

升服务群众能力水平.深入贯彻实施民法典,提高

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依法妥善审理涉教育、

就业、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案件,聚焦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加强妇女、儿童、

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深化家事审判改革,

加大总结推广家事审判工作经验的力度.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巩固拓展我省诉源治理以

及一站式多元解纷与诉讼服务体系的特色优势,充

分发挥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作用,加大矛盾源头预

防化解,积极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巩固深化“三晋

执行利剑”集中攻坚行动成果,进一步提升执行工

作质效,更好更及时地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积极服务法治社会建设,强化释法说理,加强典型

案例培育和发布,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范,推动

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

四是坚持深化改革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在加

快推进法院工作现代化上实现更大突破.深化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

实化院庭长监管责任,加强层级监督指导,确保放

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积极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

能定位改革,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

革,推动各项改革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加强

智慧法院建设与应用,以司法数据中台、智慧法院

大脑、在线法院建设为牵引,深化互联网审判机制

创新,努力创造数字时代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五是时刻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在锻造过硬

法院队伍上取得更大成效.深刻领悟全面从严治

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锚定锻

造忠诚干净担当法院铁军,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坚持不懈强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抓实对党忠诚教育.不断加强

法院领导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落实新时代好干部

标准,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抓好高素质专

业化审判人才培养,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坚持强基导向,抓实落细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发

扬彻底自我革命精神,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

责任,持续转变司法作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特

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

风肃纪,深入推进清廉机关创建活动,严格执行防

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

禁”等铁规禁令,落实近亲属“禁业清单”,规范离任

从业行为,扎牢制度铁笼.始终保持零容忍的警

醒、零容忍的力度,不断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能力水平,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在人民

法院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激励干

警担当作为,让干警依法履职、秉公办案、安心工

作,永葆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

各位代表,新时代催人奋进,新征程任重道远.

全省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委

坚强领导和省人大有力监督下,牢记领袖嘱托,扛

起时代使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奋力谱写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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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所作的«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

检察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这个报告,决定予以

批准.

会议要求,省人民检察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面

主动融入“两个转型”战略大局,全面对标人民群众

法治新需求,全面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

作,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全面锻造堪当重任

的高素质检察队伍,着力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为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贡献检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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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的其他同志

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检察工作回顾

过去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

五年,是山西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的五

年,也是山西检察奋力迈进全国第一方阵的五年.

五年来,在省委和最高检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悟践

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二十大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

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和«中共山西

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中央«意见»、省委«实施意见»),

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历次会议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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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四大活动”)

为抓手,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在服务保

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局中能动履职,在坚守

底线、勇攀高线中拼搏进取,山西检察实现跃升发

展,整体工作迈进全国第一方阵.

———政治统领业务取得新成效.深悟践行“法

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

的政治工作”要求,建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学思践

悟、三个融入”学习交流长效机制,引领办案理念深

化、变革,以司法办案“三个效果”厚植党的执政基

础.省检察院承办全国检察机关政治建设理论研

讨会并就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作经验介绍.６１个

案例被最高检评为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

———服务保障大局展现新作为.紧扣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局,制定实施服务保障转型发展

蹚新路３０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１６条等１１项检

察服务保障意见,配套开展涉企“挂案”清理、知识

产权保护等近百个检察专项行动.发布典型案例

６１７件、检察工作白皮书５份,发出法律风险提示

函及社会治理检察建议６５１０份,深化诉源治理,助

推更高水平平安山西、法治山西建设.省检察院连

续三年被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评为先

进单位.

———维护社会公益体现新担当.扛牢“公益代

表”神圣职责,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食品

药品、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推动构建跨地区、跨部

门协作机制,充分运用磋商、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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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式,督促依法行政,推动一系列重大公益损

害问题解决.山西检察公益诉讼立案数、诉前整改

率、典型案例数位居全国前列.督促整治浑源矿企

非法开采破坏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被评为全

国指导性案例.

———法律监督形成新格局.坚持目标引领和

问题导向相统一,积极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

法体制改革、国家机构改革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以内设机构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

化工作机制创新,实现新时代检察职能重塑、机构

重组、机制重构,形成“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

协调发展的法律监督新格局.巡回检察改革、侦查

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建设、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热线统

一受理等多项工作被最高检推广.

———业务工作跃上新台阶.聚焦公平公正高

效,构建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新时代司法办案高

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建立“全员、全面、全时”检察人

员考核体系,推行看业务数据、看典型案件、看工作

经验、看先进荣誉“四看”工作标准,促进检察办案

质效逐年提升进位,有１０件案(事)例写入最高检

工作报告,１９０余项工作经验做法被最高检转发推

广.２０２２年,全省８７％的核心业务指标进入全国

前二十位,其中前十位占５４％.

———自身建设取得新进步.大力推进政治立

检、人才兴检、文化育检、从严治检、科技强检,持之以

恒严教育、严管理、严监督,全省检察机关政治生态持

续净化、队伍素养大幅提升、内生动力显著增强.３１０

个集体和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涌现出连续六届蝉

联“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的阳城县检察院和“全国先

进工作者”王拥政等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全省６３

个检察院为省级文明单位、９个为全国文明单位,省检

察院机关连续荣膺省直文明标兵单位.

一、深刻领悟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政治统

领业务中做实检察工作

我们以“四大活动”为总抓手,坚持用党的创新

理论培根铸魂.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开展以

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和人民检察史教育,

组织建国７０周年、建党１００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建

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赓续检察红色血脉.推动“第一议题”制

度在各级党组织落实,贯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政

法工作、检察工作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调研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连续四年组织各级院检察长以自

办案件交流“三个效果”心得.深入学习贯彻党中

央«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

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更加主动接受监督,向

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检察工作４次,切实把党领

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到检察工作全过程.

聚焦忠诚干净担当要求,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接续开展两批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全省检察人员

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政治洗礼.

２０２２年,以服务保障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

主线,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时代”系列主

题活动.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制定学习宣传贯彻方案,组织党

组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组书记访谈、网上答题、

专家辅导报告等多种学习活动,迅速掀起学习宣传

热潮.建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任务清单和

工作台账,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检察履职

全过程各环节.

二、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高水平

平安山西建设中体现检察担当

安全稳定是最重要的发展环境,也是最大的民

生.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

惩各类违法犯罪,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作用更加

彰显.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聚焦建国７０

周年、建党１００周年、党的二十大召开等“国之大

事”,积极参与反渗透反间谍反分裂反恐怖反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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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筑牢首都“护城河”.太原市检察院探索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办理的刘某间谍

案被国家安全系统作为对敌工作蓝本推广.全力

维护社会稳定,批捕各类刑事犯罪９７３９３人,起诉

１７３３７５人.其中,起诉杀人、强奸、绑架等严重暴

力犯罪６０７７人,起诉盗窃、抢夺、诈骗等侵财犯罪

３３１７２人.落实依法防控要求,出台涉疫办案规

范,严格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积极参与网络治理,突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

关联犯罪,起诉１４２７３人.省检察院与石家庄军事

检察院联合出台«全面加强新时代山西省军地检察

机关协作的实施意见»,提出１８项措施,全力保护

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２０２２年,会同公

安机关深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起诉２２１人.朔州市检察院办理的刘某拐卖妇女

案入选最高检专项活动典型案例.

依法从严惩治黑恶势力犯罪.坚决扛牢为期

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责任,三级院检察长

亲自“挂帅”出庭指导公诉,采取“三个三”举措,努

力做到“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

个不凑数”,高质量办结陈鸿志、李增虎等７件中央

督办案件,圆满完成各类涉黑恶案件审查批捕、起

诉等任务.２０２１年以来,坚持机构不撤、标准不

降、力度不松,依法从严审查把关、从重打击惩治,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２０２２年,深

入宣传贯彻«反有组织犯罪法»,会同有关部门持续

深化信息网络、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四大

行业和教育、金融、流通三大领域深层次问题治理.

五年来,共起诉涉黑恶犯罪１２１１６人,依法监督公

安机关立案黑恶犯罪８８件,改变定性５２５件,结合

办案提出综合治理检察建议１０１３份.

深入推进诉源治理.顺应“中国之治”下刑事

犯罪结构趋势变化,一体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更实促进治罪与治理

并重.２０１９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适用

率由最初的３６７％上升到２０２２年的８９１％,适用

人数达１１６万人,检察量刑建议采纳率和一审服

判率均达到９５％.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险性

较小的犯罪嫌疑人准确适用少捕慎诉慎押,依法不

捕２４２１１人、不诉２６０２５人,同比分别上升７２％

和１７倍.积极探索非羁押诉讼模式,多地出台赔

偿保证金制度,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强制措施

６５３６人,全省诉前羁押率由２０１８年的６０１％下降

到２０２２年的３４５％.运城市检察院非羁押诉讼

数字监督平台、阳城县检察院“不起诉＋社会志愿

服务”机制等一批经验做法收到良好司法效果.

三、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服务保障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检察力量

我们立足检察职能,紧紧围绕省委“一群两区

三圈”“两个转型”“三区三地”等战略部署,深入分

析司法需求,实施系列检察服务保障举措,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主动融入重大战略实施.坚持省委决策部署

到哪里,检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制定服务保障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等工作指导意见,设立转型综

改示范区检察院,在各地开发区、产业园设立法律

服务站、检察官办公室２８个,助力“一群两区三圈”

城乡区域发展.部署公益诉讼专项行动,积极助力

解决“煤矸石之困”,助推产业转型.主动发布法律

监督工作、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白皮书,分析发案趋势,提出对策建议,服务决策

治理.

大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参与整顿和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起诉合同诈骗、制假售假等破

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１３７９７人.积极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与有关部门联合打击洗钱、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起诉２５３３人,

成功办理了“４１６”“晋商贷”等一批典型案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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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省法院、省知识产权局设立省知识产权保护示范

基地,成立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建立一体化办案

机制,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８８６人.汾阳市检察

院联合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和汾酒集团成立汾

酒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打造山西品牌司法保护新模

式.２０２２年,建立打击涉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

协作配合机制,切实保护创新主体合法权益,助力

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

护航各类企业健康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持续做实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

业平等保护,三级院领导“一对一”包联企业,问计

问需,精准服务.部署开展“十个一”活动,立足职

能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持续落实对企业负责

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

诉,能不判实刑的依法提出适用缓刑建议等检察政

策,力防企业因案陷入困境.全面推进涉案企业合

规改革,联合工商联、国资委以及市场监管等部门

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帮助、指导、督促企业规

范经营,真正让“法律元素”成为企业“发展要素”,

对整改合规的３４家企业、８０人依法不起诉.会同

省公安厅建立健全“挂案”预防及清理长效工作机

制,排查清理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２７１件.

持续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主动融入“两山

五湖七河一流域”生态治理,与生态资源、林草等部

门建立协作配合机制,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

犯罪,起诉２９６７人.加大环境资源领域公益保护

力度,协同省法院、省生态环境厅设立恒山、黄河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充分发挥“河(湖)长＋检察

长”制度优势,推行“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

会化治理”检察模式,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

林地、水源地等 ２６ 万亩,清理固体废物 ９５５８

万吨.

四、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中诠释检察温度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将心比心办好人民群

众身边每一个案件,解决好人民群众操心事、揪心

事、烦心事,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实

落细.

扎实办好群众身边“小案”.落实“四个最严”

要求,与多部门联手重拳治乱,起诉制售有毒有害

食品、假药劣药等犯罪１９４３人.持续开展“公益诉

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办理食药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４５７９件,推动建立完善窨井盖基础设施安

全治理制度机制,使群众出行更安全.连续数年开

展惩治欠薪专项行动,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１７６人,支持起诉６６４３件.积极融入脱贫攻坚衔

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涉农、涉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案件涉案财物快速返还机制,在检察环节及时返还

涉案资金１５９６万元.尽最大努力防止“因案致

贫”,为８０７７名涉案困难群众发放了国家司法救助

金.省检察院被省委省政府评为脱贫攻坚先进单

位.２０２２年,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起

诉２０２人,努力守住老人家的“钱袋子”.

“如我在诉”办理群众信访.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化解贯穿检察办案始

终.升级打造“一次都不用跑”的１２３０９山西智慧

检察服务监督中心,建立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机

制,９６万余件群众信访均在７日内告知“已收到、

谁在办”,３个月办理情况答复率超过９９８％.建

立司法责任制下的控告申诉办案组,实行院领导主

办信访案件、包案办理首次信访工作机制,依法、及

时、就地解决群众合法诉求.针对疑难复杂信访问

题,组织３００余场次检察公开听证辩理释法,用老

百姓可感受、能认同的方式化解矛盾.聚焦高效司

法要求,以“案－件比”指标引导检察官求极致办

案,通过高质量的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工作,三年间

压减非必要的退回补充侦查等办案环节近六成,相

当于减少了１７万个案件流转程序,个案平均审查

起诉时间减少了１６天,以检察官的勤勉与敬业,让

人民群众感受司法的有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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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坚持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原则,认真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深化涉罪未成年人教育

感化挽救工作,附条件不起诉率从１２３％上升至

３９７％,帮助７６０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严厉

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捕３７４５人,起诉５０４１

人.建立“一站式”办案区９４个,健全取证救助机

制,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持续推

进“一号检察建议”落实,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制度,构

筑起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火墙”.加强未成年

人法治教育,员额检察官全部入校担任法治副校

长,涌现出太原“静芳工作室”、大同“知心姐姐”、长

治“四季花”、阳泉“蒲公英”宣讲团、临汾“青青我

心”工作室等一批工作品牌.２０２２年,全面开展涉

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针对家庭教育缺

失、监护不到位等问题,开展家庭教育指导３１５４

次,制发督促监护令１５３６份,有效监督“甩手家长”

履职尽责、依法带娃.

五、深入贯彻落实加强法律监督工作要求,在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展现检察作为

我们坚决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责,认真

学习贯彻中央«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充分发挥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专责”优势,更好维护司法

公正.

刑事检察更加有力.在全国率先探索派驻公

安检察室工作,并以此为蓝本全覆盖建立侦查监督

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着力构建一站式、全要素、即时

性执法监督新模式.提前介入案件１１０７１件,监督

立案 ５７１４ 件,同比上升 ３６４％,监督撤案 ３５２４

件,同比上升 ３７％,对侦查活动提出监督意见

２１６万件次,同比上升１２％.牵头制定«山西省刑

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细则»,纠正漏捕和遗漏同案

犯８２９６人,同比上升５％.健全落实刑事司法与

行政执法衔接机制,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

罪案件４９４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对认为确有错

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２６９７件,同比上升５８％,

对刑事审判活动提出监督意见３９０９件.深化刑罚

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全

面排查１９９０年以来刑罚变更执行案件,监督纠正

问题案件３８３件;深入开展“判实未执”专项监督,

清理纠正２２４５人,清理率达９８６％,位居全国前

列,受到中央督导组的充分肯定.

民事检察更加精准.深入贯彻«民法典»,突出

精准监督,不断完善民事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建

立民事、行政监督案件法院正副卷一并调阅机制,

受到最高检肯定.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生效裁

判、调解书,提出抗诉８０８件,法院审结６１８件,改

判、发 回 重 审、调 解、和 解 撤 诉 ５３４ 件,改 变 率

８６４％.提出再审检察建议５８３件,法院裁定再审

４４４件,采纳率７６２％.对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提

出监督意见９６９６件.深化对法院正确裁判的释法

说理和息诉服判工作,促成３３４７件案件实现息诉.

晋中市检察院成功化解一起涉及１７７人的群体性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被«法治日报»专版报道.司法

权威不容亵渎.连续三年部署专项活动,持续惩治

虚假诉讼“毒瘤”,依法监督纠正１４１件.

行政检察持续做实.２０１９年行政检察部门单

设以来,不断强化行政诉讼监督“传统”业务,认真

履行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检

察监督新职能,积极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

作.２０１９年以来,审查办结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３５５７件,依法对行政生效裁判提出抗诉１８件,对

行政审判和执行活动提出监督意见１７０７件.聚焦

自然资源、住建、治安管理、市场监管、劳动和社会

保障等关系民生民利的行政执法领域,部署开展检

察监督专项活动,办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件５８８

件,其中２０２２年较２０２１年同比上升１９倍,发出

检察 建 议 同 比 上 升 ２６ 倍,行 政 机 关 整 改 率

１００％,有效促进了依法行政.综合采取监督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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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解、调查核实、公开听证等方式,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１５５１件,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公益诉讼检察蓬勃发展.充分发挥党委统一

领导下统筹协同、综合发力的公益保护制度优势,

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

决定»,与公安、生态、市场、文物、军事检察等单位

建立“跨部门、跨职能、跨区域”沟通协作机制,构建

形成山西公益保护协同发展大格局.认真落实“积

极稳妥拓展办案范围”要求,办案领域从最初的环

资、食药、国土、国财４个法定领域,发展为“４＋９＋

N”领域,保护触角不断延伸.坚持办案数量与质

量有机统一,持续开展矿产资源、水土保持、文物保

护等２０多个具有山西标识度的专项行动.始终把

诉前解决公益损害问题作为出发点、落脚点,综合

运用沟通磋商、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自

我纠错、依法履职.五年来,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３７万余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２４万余件,提起

诉讼６４３件.

六、深入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在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中改进检察工作

我们坚决贯彻司法体制改革部署要求,以健全

检察权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强化司法监督为

目标,统筹推进各项改革,不断夯实山西检察高质

量发展根基.

完成内设机构改革.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三

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最高检改革部署,以案件类

型和业务性质重新设置检察业务机构,完成检察机

关恢复重建以来规模最大、调整最多的系统性、重

塑性变革.按照犯罪类型重组专业化刑事办案机

构,实行捕诉一体,刑案精办.适应人民群众新需

求,单设民事、行政检察机构,补齐短板.履行法律

赋予新职责,增设公益诉讼检察机构.单设未成年

人检察机构,提供全过程司法保护.专设控申检察

机构,负责接收处理群众信访.至此,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工作实现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

检察”并行发展、“十大业务”齐头并进.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落实司法责任制,

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

案件清单、责任清单和进退流转办法,完善正面激

励与负面评价相结合的业绩考评体系,健全检察官

履职保障机制.针对履职不能、退休调动等情形,

确定退出员额１３９５名,动态调整入额８４１名.出

台领导干部办案正负面清单,各级检察长、副检察

长、检委会专职委员办案１０３万余件,列席同级法

院审判委员会４０５５次.

创新监督工作机制.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

督、勇于自我监督”,注重从发现的执法司法突出问

题中检视检察监督意识不强、监督责任不落实等问

题.充分发挥“驻”的便利与“巡”的优势,从监狱、

看守所到社区矫正机构,积极探索完善巡回检察制

度.发挥检察体制和“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

统筹调用辖区检察人员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建

立监督意见落实情况“跟进监督”、上下级检察机关

“接续监督”和监督不到位问责机制.

推进数字检察变革.主动融入数字革命浪潮,

积极整合检察数字资源,构建了纵向涵盖市县院、

横向跨越各业务条线的检察工作大数据资源库.

检察网络纵向实现了省、市、县检察院和驻监所检

察室全面覆盖,横向实现了同政务内外网的互联互

通,彻底消除了数据交换共享断点.２０２２年９月,

制定深化检察大数据战略加快数字检察建设实施

意见,成立大数据办案指挥中心,组建人才团队,聚

焦监督重点难点堵点,部署８个数字检察集中专项

行动.建成检察大数据基础平台,汇集内外部数据

３０００余万条,碰撞对比筛查监督线索１８万余条,

已监督立案７９件,大数据法律监督工作强势起步.

沁源县检察院水资源监督模型荣获全国检察机关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二等奖.

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配合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与监察机关实现有效衔接,形成反腐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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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五年来,共受理监察机关移送职务犯罪３８４９

人,起诉３６６４人,退回补充调查２７６人,不起诉２１

人.办理厅局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１１５人,圆

满完成最高检交办的山东省政府原副省长季缃绮、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太平、中国储备粮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宝义等５名中管干

部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工作.对

我省“９２７”太重集团、“６０３”金融系统、粮食购销

等领域一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全部提前介入,介入

意见采纳率达到９０％以上.充分履行职务犯罪侦

查职能.２０１９年以来,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

关职务犯罪案件１０７件１５２人,有罪判决率始终保

持在１００％.２０２２年,承担最高检关于建立健全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背后职务犯罪案件办案工作机制

的试点工作,与省监察委员会、省应急管理厅、国家

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会签协作意见,形成山西

经验.

七、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检要求,在

自我革命中锻造过硬检察队伍

我们坚持强基导向,全面贯彻中央«关于新形

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努力建设一支信

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 担当、清正廉洁的检察

铁军.

坚持抓党建带队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以提升组织力为抓手,制定出台新时代

全省检察机关党建工作指导意见,建立“双争”“双

联”工作机制,开展“六星支部、五好党员”评选,构

建形成“党组统揽、机关党委指导、党支部主抓、党

小组落实、党员参与”的高质量党建工作体系.深

入实施“党建品牌工程”,创建“全国先进工作者王

拥政工作室”,开展“争做合格党员大讲堂”“三讲三

树”文明创建等活动,激励党员干部学先进、争一

流.省检察院机关被确定为第三批省级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

坚持抓监督严管理.与驻院纪检监察组建立

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会商机制,推动“两个责任”一体

贯通落实.积极开展清廉机关建设,探索“三不一

体”贯通融合新路径.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纠治“四风”.狠抓防止干

预司法“三个规定”的落实,“逢问必录”的政治自觉

进一步增强.制定１４５项整改措施,统筹推进巡

视、政治监督、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取得实质性效

果.坚 持 “零 容 忍”,查 处 违 纪 违 法 检 察 人 员

３０４人.

坚持抓基层打基础.以“脱薄争先”为抓手,接

续开展基层建设年、落实年、深化年活动,全力推动

基层检察院建设整体提升.突出加强基层领导班

子建设,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市、县换届工作,

选齐配强基层检察工作“领头羊”.坚持人员下沉

基层、政策倾斜基层、待遇优先基层,通过领导包

联、业务帮扶、结对共建,深入开展薄弱基层检察院

“脱薄争先”活动,筑牢基层根基、释放基层活力.７

个基层检察院被最高检评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

院”,１２个信访接待室被评为“全国文明接待窗

口”.突出实战导向,依托高等院校、网络平台等大

规模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培养省级以上业务

专家２１名.

八、深入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全面接

受监督中提升检察公信

我们始终把检察工作置于监督之下,自觉强化

履职制约,确保检察机关用权不滥权.

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历次

会议决议,省检察院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公益

诉讼、认罪认罚、控告申诉、法律监督工作,认真贯

彻落实审议意见.建立代表意见建议清单式办理

回复机制,代表提出的７２０件意见建议和转交办的

１９２件案件、事项,全部办结反馈.配合开展专题

调研和执法检查６４４次.重视与代表经常性联系,

出台代表联络工作意见,邀请专题视察、参加检务

活动８０００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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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接受民主监督.定期向政协通报检察工

作,办结并答复政协委员提案５６件.健全联系机

制,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沟通

联络,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近７０００人受邀走进检

察机关参与“检察护航民企发展”等开放日活动.

２０２２年,省检察院登门走访各民主党派省委机关,

主动接受监督.

诚恳接受社会监督.邀请人民监督员对５０４４

件案件进行监督.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及时向社

会宣介重大专项活动开展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

１３０场次,发布典型案例６１７件,公开案件程序性

信息２５８万余条,发布重大案件信息５２９条,检务

透明度指数居全国检察机关前列.

自觉接受履职制约.认真落实同审判机关、侦

查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依

法慎重审查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不捕不诉案件,

改变原决定５２件.针对撤回起诉、法院宣告无罪案

件,认真查找和整改自身工作不足.强化同司法行政

机关的沟通联系,共同维护刑罚执行权威.加强与监

察机关沟通协调,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尊重和保

障律师依法执业,全省三级院普遍开设律师绿色通

道,办理反映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案件３２５件.

在五年奋进历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些在前进道

路上需要长期坚持的共识:一是政治建设是根本保

证,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

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用党的创新理论培根铸魂,才能确保检察工作

行稳致远;二是司法为民是根本目标,必须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以人民满意度为检察工作标尺,不断

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更高法治需求,才能奋力走好

新的赶考之路;三是改革创新是根本动力,必须始

终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关键一招,以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的勇气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才能更好发

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进程中的优势和作用;四是队伍建设是根本保

障,必须始终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自我革命,贯

彻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检要求,锻造堪当新时代重

任的过硬检察队伍,才能持续谱写检察事业新

篇章.

各位代表,山西检察五年的发展和进步,是各

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政协以及社会各界

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省检察机关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新征程新任务,检

察工作还有许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学

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还需要持续走深走实,检察

理念更新需要持续巩固提升;二是融入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有效性还不够强,服务保障

质效还需进一步提升;三是检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任

务十分艰巨;四是基层基础还不稳固,队伍素能有

待进一步提升,大数据法律监督需要提挡加速.这

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并持续努力改进.

２０２３年检察工作建议

党的二十大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

立了行动指南.２０２３年,全省检察工作的总要求

是:在省委和最高检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政法工作、检察工作、山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本次会议决议,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深入贯彻

中央«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围绕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局,依法能动履职,着力推进全省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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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现代化,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山西篇章贡献检察力量.

一要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

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决定»,全面落实省委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方案部署,对照检察工作现代

化新要求,进一步细化实化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任务清单和工作台账,健全督促考评机

制,持续在深学细研、聚焦聚力、真懂真用、落地落

实上下功夫,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和重大部署在检

察工作中落实落细、抓出成效.

二要全面主动融入“两个转型”战略大局.坚

持一切检察工作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

提,更加自觉主动地将检察工作置于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牢固树立总体国

家安全观,严厉惩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聚焦“两个转型”“三区三地”建设,主动跟进全

省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尽心竭力提供检察保障;切

实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积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充

分运用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三要全面对标人民群众法治新需求.着眼于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聚焦教育医疗、劳动就业、食药安

全、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严惩侵害民生民利的违法

犯罪.持续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为民办

实事、破解老大难”专项行动,集中办理一批有影响

的“硬骨头”案件.更加重视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坚

持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综合运用刑事和

解、民事调解、行政争议化解等手段,依法处理好人

民群众信访事项和个案诉求,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四要全面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机制,加强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活动和

刑罚执行监督,精准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全面深化

行政检察监督,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强化

对监督事项的调查核实,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顺应数字时代要求,全面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使

数字检察应用由检察工作的“保障因素”向“生产要

素”转变,推动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

五要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坚定不移深

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坚持有序放权与有效监

督相统一,抓实“全员、全面、全时”检察人员业绩考

核,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完善检察官遴选和

退出、惩戒和保护机制,建立健全有权必有责、用权

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的检察权运行制

约监督体系.落实检察监督办案一体化要求,健全

完善上下级检察机关依法接续监督、“四大检察”协

同办案、辖区内检察官统一调用等机制,积极构建

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检察工作机制.

六要全面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坚持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相结

合,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培根铸魂,突出政治标准

选用担当作为干部,重视检察人才培养,加大系统

内外上挂下派交流力度,强化业务培训和岗位练

兵,着力提升检察人员综合素质.牢固树立大抓基

层导向,加大指导帮扶力度,提升基层战斗力.深

化清廉机关建设,巩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

果,强化巡视整改和政治督察,持续正风肃纪,做实

严管厚爱,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升

能力.

各位代表,历史在奋斗中铭刻,未来在奋进中

开拓.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赋予检察机关更重

的政治责任,全省检察机关将胸怀“两个大局”,心

系“国之大者”,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蓝

图,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主动接受新一届代表

监督,矢志不渝、笃行不怠,以履职实践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检察事业发展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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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一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选举蓝佛安为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罗清宇、贺天才、谢红(女)、王纯、张志川、吴俊清为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郭海刚为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二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选举金湘军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省

长,吴伟、刘旸、汤志平、李成林、赵红严(女)、杨勤荣、熊继军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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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三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选举王拥军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四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选举冯军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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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五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选举杨景海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由山西省人民

检察院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六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选出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６６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马　伟 王永革 王仰麟 王继伟

王维平 王潞伟 卢建明 田玉成

白德恭 冯云龙 成　斌 成锡锋

朱继尧 乔建军 刘晓东 刘继隆

刘　锋 闫喜春 关建勋 米效东

汤俊权 孙宏斌 孙剑纲 孙祥林

贠　钊 李云涛 李庭凯 李　润

李常洪 杨定础 宋　伟 宋惠民

张世文 张　刚 张国富 张　钧

张　洁(女) 张　峻 陈　纲 陈忠辉

陈振亮 陈继光 武志远 武绍忠

武　晋 苗　伟 周世经 郑　红(女)

房倚天 赵建平 赵　彬 姚少峰

贾世庆 贾向东 柴慧萍(女) 徐　钧

郭明杰 黄岑丽(女) 曹　平(女) 盛佃清

梁俊明 韩珍堂 景　鸿 蔡汾湘

潘青锋(女) 薛　荣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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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七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选出山西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６８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卫小春 马金莲(女) 马通贵 王　飞(女)

王东明 王利波 王拥军 王政涛

王晋刚 王润梅(女) 王娟玲(女) 王雅丽(女)

双少敏(女) 白琦瑞(女) 冯　军 吕春祥

朱少辉 朱明春 刘文华 刘　正

许连红(女) 李云峰 李丽丽(女,回族)

李国彪 李建国 李　勇 李　慧(女)

李慧义 杨晓静(女) 杨景海 杨　蓉(女)

吴　伟 吴秀玲(女) 邹　铭 辛　琰(女)

张广勇 张世丽 张吉福 张临山

张　强 张新伟 陈耳东 陈晓拴

武　艺 范银莲(女) 杭　侃 罗清宇

金湘军 赵立欣(女) 赵建国 赵海英(女)

郝　旭 郝持胜 胡占军 袁曙宏

郭凤莲(女) 盛更红 常书铭 常国华

崔丽枝(女) 阎美蓉(女) 彭金辉(彝族) 储祥好

童明全 蓝佛安 雷茂端 解　军

薛明耀

　　以上当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由山西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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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的

审查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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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法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

向大会提出议案.截至１月１３日１２时,大会共收

到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或者代表团提出的议事原案

１８件,其中立法方面１６件,监督方面２件.

为提高议案质量,领衔代表会前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起草议案文本;会议期间,与附议代表认真

研讨,进一步完善议案文本.提出的１８件议事原

案,参与联名代表２７４人次,涉及８个代表团.经

审查,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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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３号与

０００４号、０００５号与００１８号议事原案,内容相同或

相近,建议分别合并,将１８件议事原案立为１６件

议案,分别是:

１．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执法检查的议案(０００１号)

２．关于修订«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２号)

３．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３号与０００４号)

４．关于修改«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的

议案(０００５号与００１８号)

５．关于修改«山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６号)

６．关于制定«山西省种子条例»废止«山西省农

作物种子条例»和«山西省林木种子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７号)

７．关于废止«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８号)

８．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

的议案(０００９号)

９．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０号)

１０．关于跟踪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重点条款实施情况的议

案(００１１号)

１１．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２号)

１２．关于出台«山西省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３号)
—５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１　



１３．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４号)

１４．关于完善随地吐痰行为法律责任的议案

(００１５号)

１５．关于修订«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６号)

１６．关于修订«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的议案

(０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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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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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列席人员名单

一、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２４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王润梅(女) 王娟玲(女) 王雅丽(女) 牛三平

双少敏(女) 田永东 冯　冰(回族) 吕春祥

刘　正 许小红(女) 孙　涛 李志强

李秋喜 李桂琴(女) 杨林花(女) 杨　蓉(女)

辛　琰(女) 郝　旭 姚武江 高丙伟

黄庆学 阎少泉(女) 阎美蓉(女) 董　林

二、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１９人,按姓名笔画

排列)

于亚军(女) 王联辉 刘本旺 刘志宏

刘　美 李亚明 李建刚 李效玲(女)

杨志刚 张李锁 张　葆(女) 张　锦(女)

武　涛 赵建平 秦作栋 袁　进

梁若皓 韩怡卓 薛维栋

三、在晋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５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金智新　　昝宝石　　栗桂莲(女)梁丽萍(女)

韩清华(女)

四、省政府组成部门(１０人)

卫英慧　　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潘海燕(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汪　凡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姚青林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王延峰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常建忠　　省水利厅厅长

王宏晋　　省商务厅厅长

冯　征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

王启瑞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陈　磊　　省审计厅厅长

五、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１人)

卢功勋

六、省武警总队(２人)

任明龙　　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

李清涛　　武警山西总队政治委员

七、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２人)

王帅红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一级

高级监察官

李新春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一级

高级监察官

八、省委副秘书长(３人)

王炤坤　　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政府

研究室主任

王成禹　　省委副秘书长(正厅长级)

孙京民　　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国安办专

职副主任(正厅长级)

九、省委工作机关和省委部门管理机关负责人(７人)

张晓峰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编办主任

李建红　　省委台办(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何　青　　省委巡视办主任,省纪委常委、省监

委委员

毛益民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齐海斌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

员鸿琛　　省委机要局(省国家密码管理局)局长

郝永明　　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省国家保

密局)主任(局长)

十、省人大各专委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副主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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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２６人)

李永平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临生　　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胡素锋(女)社会建设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顾昭明　　办公厅一级巡视员

王　岳　　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阎默彧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门世宾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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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汉琦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冯　睿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一级

巡视员

程银锁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郭艳成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蕴秀　　农村工作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杨向群(女)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高建平　　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一级巡视员

赵　炜　　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贾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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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凤瑞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二级

巡视员

翟振新　　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潘新奇　　研究室副主任

张拯瑜　　研究室一级巡视员

吴明禄　　信访局局长

韩树洪　　信访局二级巡视员

十一、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１人)

王李平

十二、省监察委员会委员(５人)

荣奋刚　　王海林　　王晓鹏　　周跃武

白险峰

十三、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及太铁中院院长(６人)

管应时　　李喜春　　方剑锋　　翟瑞卿

杨　宏　　丁国华(女)

十四、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及太铁分院检察长(６人)

崔国红　　闫绪安　　苑　涛　　宁建新

赵雅清(女)王廉允　

十五、省政府副秘书长(５人)

曹荣湘　　向弟海　　丁永平　　车建华

胡　勇

十六、　省政府直属机构负责人(９人)

张九萍(女)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赵晓春　　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赵雁峰　　省体育局局长

张晓东　　省统计局局长

李东洪　　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

刘润民　　省文物局局长

薛军正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张玉宏　　省乡村振兴局局长

刘中雨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

十七、省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负责人(４人)

王云龙　　省粮食和储备局局长(保留正厅

长级待遇)

王锁成　　省司法厅副厅长(兼)、省监狱管

理局局长

袁同锁　　省林草局局长

贠亚明　　省药监局局长

十八、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１人)

张　羽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十九、省管事业单位负责人(２９人)

韩　红(女)省档案馆馆长

高建军　　省供销社主任

彭东晓　　省地质勘查局局长

刘英魁　　山西广播电视台台长

孙予罕　　怀柔国家实验室山西基地主任

(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院长)

延晋军　　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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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春生　　省就业服务局局长

孔宪江　　省社会保险局局长

王拥军　　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张润泽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采购中

心)主任

曹　进　　省专用通信局局长

裴彦明　　省测绘地理信息院院长

杨春权　　省投资促进局局长

张继宏　　中国煤炭博物馆馆长

杭　侃　　云冈研究院院长

张　涛　　省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

胡钢成　　省公路局局长

冯京民　　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

张元成　　山西博物院院长

邵国荣　　省能源发展中心主任

郭天恩　　省水利发展中心主任

李艳萍(女)省发展改革委项目推进中心主任

刘清平　　省高速公路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总队长(局长)

王五一　　省检验检测中心(省标准计量技

术研究院)主任(院长)

孙鹏程　　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主任

(院长)

崔志明　　省直机关后勤保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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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白求恩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二十、省人民团体负责人(１人)

李海渊　　省贸促会(山西国际商会)会长

二十一、中央驻晋单位负责人(３１人)

李朝选　　省国家安全厅厅长

刘瑞钢　　财政部山西监管局局长

杨卫东　　审计署太原特派办特派员

杨永宁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西局局长

秦红保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兼),省

邮政管理局局长

胡海军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局长

朱春雷　　中国民用航空山西安全监督管

理局局长

郭全明　　山西黄河河务局局长

彭建宏　　省应急厅副厅长,省消防救援

总队总队长

邬舜文　　山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政治委员

方合三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副局长

(主持工作)

胡继学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分公司总经理

王政涛　　国家电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董事长

杨志忠　　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

郭振兴　　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

张宝辉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吴奕琪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山西省分公司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

郦　皓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山西省

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王　路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李建军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西省分公司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

管春平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李天胜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宏伟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瑞平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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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斌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销售分公司执行董事

黄　河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顺启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山西分公司

董事长

陈晓彬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山西能

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　巍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

公司执行董事

周　栋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

西分公司总经理

耿　涛　　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二十二、在并省属国有骨干企业负责人(５人)

赵建泽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国彪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军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　艺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孙　波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十三、在并省属文化类企业负责人(６人)

贾新田　　山西出版传媒经济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

赵文华　　中国广电山西网络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郭跃鹏　　山西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高晓江　　山西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贺建平　　山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李　伟　　山西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二十四、在并省属金融类企业负责人(３人)

高计亮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亚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

梁晓军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

二十五、在并本科院校负责人(１０人)

田祥宇　　山西财经大学校长

解　军　　山西医科大学校长

梁卫国　　太原师范学院院长

梁玉蓉(女)太原工业学院院长

李　伟　　山西传媒学院院长

李东光　　太原学院院长

冯国瑞　　山西能源学院副院长(主持行

政工作)

张惠选　　山西警察学院院长

弓永华　　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筹备组组长

苏天照　　山西开放大学校长

二十六、省政府驻外办事处主任和省援疆前方指挥

部总指挥(３人)

张　明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刘亚林　　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

刘　鹓　　太原市委常委,省援疆前方指

挥部总指挥,省政府驻新疆办

事处主任(兼)

二十七、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１１人)

李发平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　玺　　大同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何志岳　　朔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李　强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建国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双寿　　晋中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李昱平　　阳泉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牛金生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闫建升　　晋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宋大鹏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赵振国　　运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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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设区的市监察委员会主任(９人)

梁晓旭　　大同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孟贵芳　　朔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刘卓良　　忻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徐德峰　　吕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那志茂　　晋中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师旭明　　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王志东　　长治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刘振华　　晋城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杨红梅(女)临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二十九、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１１人)

于昌明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硕才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虎荣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栗向东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勇飞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原占斌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东旭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杨泽民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建康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乔　杰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赵　斌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三十、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０人)

马红彬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郑黎明　　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白建云　　朔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郭　鸿　　忻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范海生　　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东曙　　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世荣　　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　峰　　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姚江华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宋晋民　　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三十一、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主持工作的副

主任(１０７人)

王建文　　太原市小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薛　凯　　太原市迎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晓红(女)太原市尖草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振鹏　　太原市万柏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奇峰　　太原市晋源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晋涛　　清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志勇　　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永魁　　娄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丽萍(女)大同市平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巨平　　大同市云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乔　成　　大同市新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闫　军　　大同市云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志强　　左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姜　荣　　阳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跃新　　浑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大军　　灵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玉清(女)广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维新　　朔州市朔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志武　　朔州市平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权　　怀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闫祖伟　　山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傅存新　　右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安亮东　　忻州市忻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庞晋源　　原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曲建成　　定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树成　　五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万国　　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姚力山　　繁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贺玉　　宁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武卫东　　静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建国　　神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玉春　　岢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志福　　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彩文(女)保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清泉　　偏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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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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义祥　　交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范发宾　　文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朱和平　　交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文军　　石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建中　　中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建国　　柳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贺新众　　方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尹永平　　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史小军　　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少利　　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鹏飞　　晋中市榆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武亚民　　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董建伟　　介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艳萍(女)榆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儒林　　左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袁瑞军　　和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显鸣　　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　钦　　寿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卢建华　　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利平　　平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吴利军　　灵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如晟　　阳泉市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彦军　　阳泉市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瑞生　　阳泉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卫东　　平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建华　　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咏刚　　长治市潞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芬芬(女)长治市上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翟　勇　　长治市潞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郗淑芳　　长治市屯留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宇红　　长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卫　明　　壶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江鸿　　黎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军印　　武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智越　　襄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佩璋　　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宏斌　　沁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韶华　　泽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培安　　高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晚红　　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立新　　陵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窦书瑾　　沁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鲁立波　　临汾市尧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秦海玉　　侯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晓晖　　洪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占平　　霍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费向前　　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放明　　翼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魏书亮　　安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阴和平　　古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学良　　浮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欢虎　　乡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蒲刚　　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文魁　　汾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　静(女)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贺　赓　　吉县人大常委会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张新平　　大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连青　　永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继丰　　运城市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立功　　永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希平　　河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莉(女)临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鹏凯　　万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姚文生　　新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小青　　闻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　晓　　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小虎　　垣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永林　　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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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向红　　平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应征　　芮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三十二、在晋两院院士(１人)

吴光辉

三十三、十三届省政协委员(５４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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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１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６２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丁小强 卫小春 王同化 王　纯

王拥军 王建忠 王　珍 王维平

王　震 韦　韬(壮族) 毛晓玲(女) 邓玉恩

邓雁平 卢东亮 卢建明 白德恭

冯云龙 成锡锋 朱晓东 任建华

刘振国 闫晨曦 闫喜春 关建勋

孙大军 李凤岐 李俊明 李庭凯

李　润 杨勤荣 吴小华 吴存荣

吴　伟 吴俊清 谷　明 张世文

张吉福 张志川 张　钧 陈安丽(女)

陈忠辉 妙　江 罗清宇 岳普煜

金湘军 郑连生 姜四清 洪　强

贺天才 袁振旭 栗翠田 徐广国

徐　钧 郭海刚 黄岑丽(女) 常　青

商黎光 梁俊明 谢　红(女) 蓝佛安

雷健坤(女) 魏　民

秘书长

罗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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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１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蓝佛安　　罗清宇　　卫小春　　岳普煜　　李俊明

贺天才　　谢　红(女)王　纯　　张志川　　吴俊清

郭海刚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１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郭海刚　　李秋柱　　武　晋　　王帅红　　卢建明

毛益民　　汪　凡　　陈　纲　　张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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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１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决定: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

决议案采用按电子表决器方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

数通过.如电子表决器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

手方式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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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１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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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八、选举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

九、选举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十、选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十一、选举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二、选举山西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十三、通过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十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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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李润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正厅长

级);

郭明杰、李君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成斌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

阎默彧、门世宾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

刘锋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文栋、王维平、王岳红、谭继海、张汉琦为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乔建军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任;

程银锁、郭艳成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

郑红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

作委员会主任;

姚少峰、杨向群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

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陈振亮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主任;

张晋仁、张国富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武绍忠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

事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腊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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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建平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任;

李渊、刘钢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周世经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潘新奇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吴明禄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

原任上届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信访局

局长,未提名本次会议任命的,即予免职,不再办理

免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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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省长金湘军的

提名

决定任命:

李秋柱为山西省政府秘书长;

王利波为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马骏为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卫英慧为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潘海燕为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李成林为山西省公安厅厅长;

姚逊为山西省民政厅厅长;

张韬为山西省司法厅厅长;

常国华为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常建忠为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姚青林为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王延峰为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黄巍为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郭丙福为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龚孟建为山西省水利厅厅长;

孙京民为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王宏晋为山西省商务厅厅长;

王爱琴为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张波为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冯征为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

王启瑞为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陈磊为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董晓林为山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原任上届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未提名本次会议任命的,其职务均

自行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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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依据中央组织部组任字〔２０２３〕３３号和

省委晋干字〔２０２３〕３８号通知、王拥军主任的提名

任命:

王鹏、孟萧、王帅红、李新春为山西省监察委员

会副主任;

何青、王海林、荣奋刚、王晓鹏、周跃武、白险峰

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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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命议案

二、审议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命议案

三、审议省监察委员会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命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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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３

年１月１７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三项议程.

１月１７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蓝佛安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草

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听取了被提请

任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命

议案.

１月１７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

任命名单 .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蓝佛安同志向通过任命的

同志颁发任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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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清宇同志主持新任命

的同志分５批进行了集体宪法宣誓.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蓝佛安同志讲话.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７４人,实出席７２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主任蓝佛安;副主任罗清宇、

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秘书长郭海

刚;委员马伟、王永革、王仰麟、王继伟、王潞伟、卢

建明、田玉成、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朱继

尧、乔建军、刘晓东、刘继隆、刘锋、闫喜春、关建勋、

米效东、汤俊权、孙宏斌、孙剑纲、孙祥林、贠钊、李

云涛、李庭凯、李润、李常洪、杨定础、宋伟、宋惠民、

张世文、张刚、张国富、张钧、张洁(女)、张峻、陈纲、

陈振亮、陈继光、武志远、武绍忠、武晋、苗伟、周世

经、郑红(女)、房倚天、赵建平、赵彬、姚少峰、贾世

庆、贾向东、柴慧萍 (女)、徐钧、郭明杰、黄岑丽

(女)、曹平(女)、盛佃清、梁俊明、韩珍堂、景鸿、蔡

汾湘、潘青锋(女)、薛荣.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维平、陈忠辉请假未出席

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吴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杨景海.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有:省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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