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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篇山西篇

深入推进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着眼大局，赋予山西的重大历史使

命。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山西，作出了“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

条新路来”的重要指示，为乘势而上奋力书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山西篇

章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年来，山西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铭记关怀，不负重托，把转型发

展蹚新路作为工作指南和逻辑起点，全面实

施“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新

气象新作为创造新业绩，在新起点上开创了

新局面，在历史性赶考中交出了新答卷。

保持战略清醒，以坚定执着的信念之笔

书写新答卷。认识的自觉和高度，决定行动

的力度和成效。省委带头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切实融化在血液里、体

现在规划中、落实在举措上。把握发展大势，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发展本

质要求，补强发展短板弱项，守牢发展安全底

线，深化治晋兴晋强晋之策。坚定“只要战略

对，通过努力一定胜”的信心决心，始终保持

在转型发展大考中的战略清醒，不反复、不折

腾，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对标国家“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积极主动融入和服

务新发展格局，对转型发展再审视再认识再部

署，进一步明确了八大定位、十二大战略任务，

引领山西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全力

推动“十四五”转型出雏形、“十五五”基本实现

转型、“十六五”全面完成转型，确保到 2035 年

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年与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勇于攻坚克难，以驰而不息的奋斗之笔

书写新答卷。针对山西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

问题和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特征，擦亮转型

综改试验区“金字招牌”，先行先试，全力以赴

破难题、增活力、蹚新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

局，以“三个一批”项目建设为产业转型夯基

垒台、积厚成势，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

化水平。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化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聚焦高端化、数字化、绿

色化、集群化发展，煤焦等基础产业持续做优

做强，信创、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

大，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正在谋篇布局。增

强“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不创新必退”的紧迫

感，把创新摆在转型发展的核心位置，全力打

造一流创新生态，聚力推进“六新”突破，加快

实验室体系建设，深化高校“三个优化调整”，

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为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力

支撑。深入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国资国企

改革催生能源产业“双航母”和一批新兴产业

旗舰企业，事业单位重塑、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开发区建设等改革全面破题，内陆地区对

外开放新高地正在隆起。山西实现转型发展

入轨并呈现强劲态势，全省经济在去年稳定

向好基础上，实现开局之年开门红，为转型出

雏形奠定坚实基础。

践行初心使命，以脚踏实地的倾情之笔

书写新答卷。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群

众的揪心事变为放心事暖心事，不断增强全

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疫情防

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加快完善集“防、控、

治、研、学、产”为一体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完成脱贫攻坚重大政治任务，58 个贫困县、

7993 个贫困村、329 万贫困人口全部摘帽脱

贫。推进乡村振兴，“小黄花”变成“大产业”，

药茶产业从无到有、迅猛发展。唱响“游山西

就是读历史”，打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

块，深入挖掘云冈石窟历史文化价值，全力做

好文旅融合大文章。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打牢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汾河流域 13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全部退出劣Ⅴ类，森

林覆盖率历史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深入开

展“三零”单位创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筑起

维护首都安全的铜墙铁壁。着眼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突出抓好“一老一小一青壮”民生，率

先 建 立 补 充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

“人人持证、技能社会”走在全

国前列。

扛 牢 政 治 责 任 ，以 敢 于 斗

争 的 担 当 之 笔 书 写 新 答 卷 。 以

党 的 政 治 建 设 为 统 领 ，全 面 推 进

党 的 建 设 。 健 全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指示批示闭环工作机制，

确 保 条 条 落 实 、件 件 落 地 、事 事 见 效 。

严明政治纪律，做好换届工作，选优配强

各级领导班子。按照“成建制派、按届期

任、选优秀用”的办法，选派 4085 名机关事

业单位党员，加强 453 个“无人可选、有人难

选”村级党组织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加快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简”“减”同志关系、

“严”“严”组织关系，巩固厚植风清气正、干事

创业的政治生态。当前，我们正在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省上下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

奋进新征程，转型前景无比光明，干在实

处永无止境，勇立潮头方显担当。我们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团结带领 3700 多万山西人民只争朝夕、

顽强奋斗，以永不懈怠、自我超越的时代担当，

乘势而上书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牢记嘱托 奋力书写崭新答卷
山西省委书记 楼阳生

图①：消费者在吕梁市首家 5G 智能

生活馆体验 5G 网络服务。

刘亮亮摄（人民视觉）

图②：汾河美景。 影像中国

5 月的三晋大地，生机勃勃。从吕

梁山到太行山，从雁门关到黄河畔，山

西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已经点燃，奋

进的山西步履铿锵。

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12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山西要有

紧迫感，更要有长远战略谋划，正确的

就要坚持下去，久久为功，不要反复、

不要折腾，争取早日蹚出一条转型发

展的新路子。

山西写出的答题思路，即实施“四为四高

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四为”即坚持转型

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为上；“四高”

即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起、高标准保

护、高品质生活；“两同步”即到 2020 年山西省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35 年与

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山西举全省之力、谋后世之功，转型的答

卷已经铺开。

煤基产业添绿色，“六
新”布局发新芽

高质量发展，是山西省转型综改的纵向

主轴。手握“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金字招牌，能源革命正走向深

入；国企改革在“提标扩容”的同时，更加注重

产生“化学反应”；信创产业、大数据产业、新

材料产业加速推进……

在位于晋中市的新元煤矿，工作人员身

着白衬衫，坐在调度室里工作。大屏幕上，地

下 500 米的实时温度、湿度等作业指标一一显

示。鼠标一点，井下的采煤装备便可以“智能

洗澡”。“基于 5G 的高精实时定位，生产过程

可以远程实时控制，操作少人化正在实现。”

总经理王海钢说。今年，山西将建设 1000 个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山西省还推动能源供给由单一向多元、

由黑色向绿色转变。“通过市场化方式拓展消

纳空间，新能源利用率达 95.4%。”山西省电力

公司新能源处处长王越说。

国企改革也在同步进行，山西省整合原

有七大省属煤炭企业的开采资源，成立华新

燃气集团聚焦煤层气等新能源应用……“山

西省将继续实施产业、创新、资本等六大赋能

行动，开展‘腾笼换鸟’、管理增效等专项行

动。”山西省国资运营公司董事长郭保民说。

山西聚焦“六新”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在

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

业态上不断取得发展。

有“老树新芽”，也有“另起炉灶”。山西

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宇光说，去

年 8 月，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UOS 发布。目前，

长城、曙光、百信计算机等一批自主硬件生产

厂商相继落地山西。

营商环境再优化，“产学
研”多管齐下

“实现高水平崛起，是山西省转型综改的

横向坐标。这是一个涵盖产业、创新、科技等

领域的系统工程，是转型的关键一步。”山西

省发改委主任刘峰说。

今年 2 月 9 日，山西省智能矿山创新实验

室揭牌。“投运后，实验室将采用‘煤炭专家+
技术专家’的模式，围绕‘煤矿信息网络’‘智

能感知技术’等课题进行科研攻关。”山西晋

能控股集团董事长郭金刚说。

营商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今年 5 月 1 日，

《山西省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施行，各地市

以项目为牵引，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在运城市盐湖区嘉斯特新能源公司，锂离

子电池硅碳负极材料项目负责人周立国长舒

一口气：“前期由于手续问题和场地限制，我们

一个项目进展缓慢。现在区里帮助协调了 30
亩工业用地，解了燃眉之急！”运城市市长储祥

好介绍，今年一季度，全市新建项目 1176 个，

续建项目 866个，已复工 844个，复工率 97.5%。

人才要素是高水平崛起的关键。太原市

委组织部部长赵忠保介绍，太原市在宏观经

济、科学技术等六个领域成立市委专家智库，

聘请 60 名知名专家学者为智库专家，去年累

计为 23559 名引进人才发放补贴 3.5 亿元。

环境整治不松劲，一泓
清水入黄河

“截至凌晨 3：53，金塔山出焦 40炉，超出计

划出炉 4炉，请注意@金塔山郝家梁”……取暖

季时，在吕梁市汾阳市东辉焦化厂区，总经理郝

杰才盯着“智慧环保”微信群：“环保监测越来越

科学，越发觉得当初购买排污权的正确性。”

为加强环境的高标准保护，山西省较早

探索排污权交易。“山西省明确排污权永久使

用，企业间交易优先，让二级市场变成排污权

交易主要市场。”山西省排污权交易中心主任

张保会介绍。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两山七河一流

域’治理。”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袁

同锁说，“抓住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重点

推进‘五个百万亩’工程，构建‘三屏四群五

区’林草生态建设新格局。力争在 2025 年，全

省实现基本绿化。”

在黑茶山上，漫山遍野的山桃花正怒放，

成片绿色的油松傲然挺立。这离不开吕梁市

推出的“生态扶贫模式”。吕梁市岚县界王狮

乡蛤蟆神村的王明珍夫妇就是其中的受益

者，去年，两口子在当地合作社从事沙棘苗的

抚育、栽植等工作，年收入约 3.5 万元。经过当

地干部群众的努力，吕梁市 400 多万亩宜林荒

山荒坡披上了绿装。

胸中有丘壑，凿石堆山河。驱车行驶在沿

黄公路上，惊涛拍岸、川流千年，一座

座亭台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美丽画

卷。“要打造黄河沿线以绿色和创新为

主要支撑的产业模式，同时挖掘黄河

文化与地域文化，奏响新时代‘黄河大

合唱’。”兴县县委书记刘世庆说。

脱贫之后稳得住，
医疗提升解民忧

5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993 个贫困村全

部退出，329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解决

绝对贫困——这是山西省交出的脱贫答卷。

山西群众正在迈向高品质生活，各地呈

现出山庄窝铺搬出来、陡坡耕地降下来、荒山

荒坡绿起来、光伏产业亮起来、电商旅游火起

来、转移就业走出来的喜人景象。

脱贫后稳得住。“莫道农家无三宝，遍地

黄花是金针。”在大同市云州区，黄花种植面

积从 10 年前的不到 2 万亩增至 17 万亩。黄花

产业已成为主导产业，如今，在乡村振兴的路

上，黄花的深加工产业链条已形成。云州区

委书记宁文鑫介绍，当地已开发出黄花饮料、

黄花酱等 9 个系列 120 个品种，附加值不断

提升，黄花产业链总产值增长 53.1%。

这几年，宁武县城乡医疗一体化改革

进步明显：乡镇卫生院的人才和设备得到

补强，县级医疗集团逐步实现财务、绩

效、人事等要素“六统一”，“小病不出

村”正在慢慢实现。

宁武是山西县域医疗卫生一体

化改革的缩影。目前山西省已组建

三级公立医院牵头的医联体 60多

个，省级专科联盟 40 个、城市医

联体 19个，县级医疗集团全部

开通远程诊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 。“ 十 四

五”期间，山西转型发

展 的 步 履 更 坚 定 、

方 向 更 明 确 、思

路更清晰。未

来 发 展 ，三

晋可期。

山西坚持“四为四高两同步”

努力蹚出转型发展新路子
本报记者 乔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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