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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综改区潇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 2 号车
间主体结构日前正式完工。

【上半年工作进展】
一、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收窄

1-6 月份，全区地区生产总值（GDP）完
成 397.86 亿元，同比下降 6.4%。其中，服务业
增加值完成 75.88 亿元，同比增长 2.2%；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102.5 亿元，同比下降 31.52%。
其中，工业投资完成 64.43 亿元，同比下降
21.13%；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97.12 亿元，同
比下降 9.7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
115.01 亿元，同比下降 3.9%；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39.37 亿元，同比增长 4%。

总的来看，对标省定目标任务，上半年距
“双过半”要求差距较大，但 6 月份开始，固定
资产投资、工业投资等主要指标开始回升，上
半年较 1-5 月降幅明显收窄,呈现出恢复性增
长态势。当前，正在全力推进的晶科能源、泰山
玻纤、中材碳纤等重大项目，都在下半年开工
建设，三季度将是投资集中发力期；富士康新
增的 4 条 iPhone14 生产线以及新机型保税维
修等项目的拉动增长作用加快显现，可有力推
动投资与增长企稳回升，力保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二、招商引资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今年前两次全省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
主会场均在综改区，使该区上下倍感振奋、备
受鼓舞。综改区严格落实蓝佛安书记关于“综
改区的使命重点，第一是项目，第二是项目，
第三还是项目”的重要指示，把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作为全区中心任务，实施非均衡战略，

“一根锥子扎破天”，把先进制造业作为主攻
方向，着力构建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和现代
服务业“2+1”主导产业体系，六个园区围绕

“做精一业，做强一链”明晰定位，促进产业集
聚发展。

锚定“2+1”主导产业体系不动摇，重点实
施“三图一表三工程”，即编制空间、产业、政
策三个图谱和一套资源要素表，精准实施苗
圃工程、大树工程、集群工程“三工程”；在招
商“广度、精度、温度”上下足“绣花”功夫，新
材料和光伏两条重点产业链招商取得新突
破，新招引总投资 560 亿元晶科能源“年产
56GW 一体化大基地项目”、总投资 83 亿元
中材科技“5 万吨大丝束碳纤维项目”等一批

“六新”头部企业，累计签约总投资 778 亿元，
已超额完成省年度考核任务（省定 708 亿元）
70 亿元，新签约项目基本都是当年谈判、当
年签约、当年开工的项目。

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一是全年谋划建设项目 334 个。总投资
2938.6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97.6 亿元。其
中，新建项目 109 个，年度计划投资 128.6 亿
元；续建项目 225 个，年度计划投资 169 亿
元。334 个项目中，工业项目 156 个，总投资
1915.6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07.6 亿元；非
工业项目 178 个，总投资 1023 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90 亿元。

二是省级重点工程项目 40 个。成立由班
子成员牵头的九个重点项目专班，建立周调
度、专项调度机制，聚焦手续、资金、配套等关
键环节，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上半年投资
完成率 52.4%、开复工率 91.89%、新建项目开
工率 75%，均达到预期进度。

三是产业类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其中，合
成生物产业园，招商局集团拟向凯赛公司战
略投资 66 亿元，进一步助力推动合成生物产
业园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年产 50 万吨生
物基戊二胺和 90 万吨生物基聚酰胺”“240
万吨/年玉米深加工及 500 万吨/年生物发酵
液”等凯赛核心项目年内将全面建成投产，年
内有望新增产值 30 亿元；中来单晶电池项目
一期 8GW 全面投产，二期 8GW9 月建设投
产，全年有望新增产值 40 亿元以上，达产后
年产值 150 亿元；太重退城入园项目全年有
望新增投资 29 亿元，新增产值 100 亿元；厚
生锂离子电池隔膜一期 8 条生产线已投产，
二期 8 条生产线加快建设，全年预计产值 10

亿元；烁科晶体二期将新增 2000 台长晶炉，
新增产值 5.7 亿元，已安装 384 台。新投产项
目全年有望新增工业产值 200 亿元以上。

四、深化改革提升“制”的优势

一是招落一体。为全面解决招商项目质
量不高、项目落地周期长，各部门、各园区、各
系统相互割裂各自为战，以及工作交叉中上
前一步少、推诿扯皮多等诸多问题，综改区通
过“招落一体”，打造“机制动车”，跑出“综改
速度”。具体做法是，改变过去“跨栏”式的入
区流程，服务前置、流程再造，变“交接棒”为

“齐步走”，所有部门提前介入、并联推进。纵
向上打通招引、落地、建设、投产、运营各个环
节，横向上锁紧经济、审批、服务、保障等各部
门之间的职责，并联解决问题，基础设施及要
素保障同步配套建设。

通过“招落一体”产业类用地项目从签约
到开工由 238 天压缩至 58 天。比如，泰山玻
纤项目，从挂地到拿到土地权属证书仅用了
2 天，从拿地到取得桩基施工许可证仅用 14
天；晶科能源项目实质性谈判仅用时 1 个月，
入区决策流程用时 6 天。落地环节系列工作，
前置招商环节同步展开，针对项目的土地选
址、转征、清表、要素保障等工作，制定详细的
项目推进时间表、路线图，专班牵头、部门协
同、全速推进，全力压缩项目落地周期。

二是赋能园区。为破解“人集中在机关、
权力也集中在机关、园区离企业最近服务能
力却很弱”的问题，综改区集中赋予各园区经
济运行管理、建设公用事业管理、综合执法考
核、财务管理等共 17 类 79 项事权。通过选调
机关业务骨干，新招聘清华、北大等高层次人
才充实园区力量。今年公开招聘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专业人才 25 名。建立“部门服务
园区、园区服务企业”机制，把园区应该办的
事情、园区能够办的事情放到园区去，做强园
区服务保障项目落地和企业发展能力，实现

“园区说了算、园区能办事”。
三是绩效考核。针对“排排坐、吃果果、搞

平均主义”心态，重塑绩效管理办法，根据工
作难易程度分类确定系数，根据工作完成情
况分档确定等次，推行系数伊“基础+达标+优
秀”分配机制。下对上“考成”，即测评班子成
员的政绩。班子成员带头啃硬骨头、挑重担
子，全年干什么、谁来干，任务清单分配到人，
大家清清楚楚；干得怎么样、起到了什么作
用，年底登台向全区干部述职，接受大家测
评。上对下“绩效考核”，改革绩效制度，实行

“基础绩效+达标绩效+优秀绩效”，建立部门
及个人优者奖、能者先、劣者汰的能上能下机

制，真正让“有为者有位，实干者实惠，吃苦者
吃香”，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五、创新发展培育高质量市场主体

一是培育高质量市场主体。持续深化市
场主体倍增工程，加大政策支持和生态优化，
大力发展以高企和专精特新为代表的高质量
主体。截至 6 月底，全区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52692 家，其中，企业占比 76.17%，高于全省
49 个百分点；涉税主体占比 97.24%，高于全
省 50 个百分点。全区高新技术企业 1040 家，
占全省的 26.6%。锦波生物成功在北交所上
市，成为国内第二家成功上市的重组胶原蛋
白企业。累计认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47 家，
占全省（2113 家）21.2%；省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94 个，占全省（368 家）25.5%；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5 个，占全省（139
家）25.2%；重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7 个，占全省（18 家）38.9%。

二是推进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新引入的
怀柔实验室山西基地（研究院）已于 6 月底入
驻，成为山西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
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建设的第
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山西）挂牌运行。
目前，区内集聚了 5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高端创新资源加速集聚。

三是扎实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对全区科
研孵化转化等各类双创平台空间进行大起
底，系统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机制。新转
化落地清华大学清洁能源研究院 2 项科技成
果。编制完成《山西综改示范区京津冀创新成
果产业化承接基地建设方案》，全力引进京津
冀创新资源。

四是加强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先后深入北
京经开区、天津经开区、合肥高新区、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北京中关村软件园等，学习借鉴
创新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体系、科研平台管理等
成熟经验，优化完善综改区创新发展模式。

六、全力推动武宿综保区高质量发展

一是大力培育临空经济。重点依托禧佑
源航空科技再制造基地项目，积极推动中国
商飞年产 50 架 C919 总装生产线落户综保
区。推进禧佑源公司与上海外高桥集团深入
合作，利用现有大型航材库，建设航材贸易中
心，拓展飞机租赁、保税航油、航材贸易创新
业态。

二是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充分发挥华远
陆港、特玛茹等龙头企业的行业影响力和产
业带动效应，通过以商招商的方式，积极引进
跨境电商企业，打造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

三是推动大宗商品进出口。依托省政府

支持焦煤焦炭大宗商品进出口措施，发挥焦
煤集团、华远陆港国企资源、资金优势，积极
与中联、华联等企业合作，加快推进国内综合
性投资企业在我省进行贸易。深化与省科技
厅、工信厅、市场监管局合作，努力引入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来保税区注
册，拓展进出口贸易业务。

四是拓展对外开放平台。加快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积极与天津临港综合
保税区合作，借助太重滨海码头，强平台、拓
通道，整合全省制造业保税服务需求，推动打
造山西向海发展进出口平台。同时，加快申报
太原阳曲综合保税区，为打造千亿级新材料
产业园提供保障。

七、服务升级创优营商环境

一是打造“办事不求人”的综改服务品
牌。坚持“服务永远走在企业需求前面”，把市
场主体和企业家的实际感受作为“金标准”，
聚焦企业家最敏感的“要素成本、时间成本”
精准发力。项目前期手续代办帮办，做到企业
和审批单位、收费单位“两不见面”，企业一次
也不用跑；项目后期政策简化兑现，在和企业
把合同定准的基础上，提前做好预算资金安
排，只要企业达到约定目标、符合兑现条件，
可“免申报、免登门”，全力打造最懂创业者心
思的亲商家园。

二是一件不落、一招不让抓好“两不一
欠”问题治理。严格按照省委和省纪委监委关
于“两不一欠”专项行动工作要求，对遗留问
题进行大起底，共起底梳理各类遗留问题
611 个，已 100%解决或确定解决方案，今年
以来累计支付历史欠账 15.73 亿元，提振了
企业信心，树立了综改诚信。禧佑源、浙江传
化、富士康等一批入区企业分别向园区送去
感谢信，一些项目主体也对园区、部门的服务
效能给予谢意和肯定。

三是加强硬件基础设施配套支撑。围绕
项目落地加快补齐短板，特别是坚决落实蓝
佛安书记关于“综改区要脱层皮，全力保障晶
科项目”重要指示，围绕晶科能源等重大项目
的落地建设，举全区之力，以超常规举措、超
常规力度，全力推进污水厂、净水厂、变电站
等配套建设，确保项目按时建成投产。

八、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一是牢记嘱托，凝心铸魂，变“指标牵引”
为“使命牵引”。坚持把“总书记怎么说、我们
怎么干、干得怎么样”作为理论学习和调查研
究的抓手，组织“树立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
开展“再认识、再谋划、再出发”大调研，班子
成员认领攻坚“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对外开

放、营商环境”等 11 个重大课题，走园区、访
企业，进一步廓清转型路径、目标、举措。切实
把思想统一到总书记赋予转型综改的重大使
命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先行者、排头兵、
南引擎”的定位要求上来，统一到“蹚新路、打
粮食，走在前、作示范”的政治责任上来，真正
把政绩观扭正，把方向搞对头，把路子蹚出
来。

二是从问题入手，从制上突破，蹚新路、
打粮食。一方面，解决问题推动发展。把“深挖
问题背后的问题、解决产生问题的问题”作为
推动发展和检视整改的切口。班子成员累计
开展调查研究 150 余次，梳理政治监督反馈、
营商环境检查、企业反映诉求、历史遗留四类
19 项突出问题，目前已完成整改 11 个，剩余
问题已制定整改措施、有序推进。为避免今天
的问题明天再重复，从根子上解决“人”和

“制”的问题。“人”的方面，我们提出以上率
下，建设“表率一方、造福一方、导扬一方”领
导班子、打造“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干部
队伍。班子成员推行“考成制”，带头啃硬骨
头、挑重担子。干部队伍用“学”和“干”对付能
力、作风“两个不过硬”，开设“周末课堂”，全
员覆盖，下笨功夫提升干部专业化水平。“制”
的方面，以招落一体、赋能园区、绩效考核“三
个切口”为牵引，全面构建“体制引擎”和“机
制动车”，打造综改区先行先试探索创新“制”
的优势。另一方面，用发展检验成效。紧扣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主责主业，推动主题教育走
深走实，新引进落地了投资 560 亿元的晶科
能源、投资 83 亿元的中材碳纤和投资70 亿元
的泰山玻纤等一批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可
推动南部潇河、北部阳曲迈入千亿产值园区。

【下半年工作重点】
一、多措并举稳增长。一方面，深入挖

掘存量企业潜力，力保富士康提质增效，全力
稳住基本盘。同时，加大对其他重点规上工业
企业支持力度，引导企业积极争取总部支持、
扩大产能、延伸产业链、拓展增长点。一方面，
加快在建项目投产见效，推动合成生物产业
园、太重、中来、厚生、海纳等已投产或部分投
产项目尽快达产达效，积蓄支撑转型发展战
略突破的新动能。力争新投产项目新增工业
产值 200 亿元以上。

二、全力以赴促投资。一方面，紧抓重点
项目建设。全力保障晶科能源、泰山玻纤、中
材碳纤等要素配套，加快建设进度，力争下半
年新增工业投资 160 亿元以上。一方面，狠抓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潇河生态示范城、潇
河综合治理、潇河污水厂、化章街等项目建
设，力争下半年新增投资 60 亿元以上。力争
全年工业投资增速达到 15%。

三、持续加大招商力度。围绕“2+1”主导
产业体系持续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突出抓
好围绕晶科能源、泰山玻纤、中材碳纤、中来
光伏等已落地重大项目产业链配套招商，积
极对接引进义乌华鼎锦纶“年产 50 万吨聚酰
胺切片”等转型项目，全力引进更多大项目、
好项目，让新动能实现规模性增长。

四、深化市场主体培育。强化校企、校地合
作，抓实“种子基地”“创新苗圃”，发挥好“专精
特新”产业园及智创城等双创平台作用，孵育
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在电子信息、总部经济
等重点领域，开展市场主体培优行动，引进一
批引领性、带动性强的服务业企业；持续深化
登记确认制改革等试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
入，实现市场主体“量”“质”双提升。

五、持续创优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强服务
和政策供给，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减税降费、
融资贷款、要素保障等问题，优化现有政策体
系，加大企业技改升级和高质量增长支持力
度，积极争取专项债等省市资金支持，提高政
策的精准度、有效性。做实重大项目专班、审
批前置、全代办等服务措施，做好政策的免申
即享，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制度性安排。

（供稿：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全省开发区推动规上工业平稳增长”特刊

综改区阳曲工业园
区暖泉湾 N37 项目建
设现场。

综改区无尾钢化
真空玻璃产业园项目
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