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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开发区建设升级版
决胜高质量发展新战场

山西省商务厅 主办

KAIFAQU JIANSHE ZHOUKAN

开发区建设

今年以来，左云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工产
业项目 8 个，投资额 15.23 亿元，投产项目 7
个，投资额 23.78 亿元，预计全年完成产值 14
亿元，加上原有投产项目，2023 年全区预计完
成工业投资 29.5 亿元，增加值预计完成 10.34
亿元，增加值增速达 75%。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开发区咬定
坚持不懈抓项目这个根本，7.2 万平方米标准
厂房的建成，推动首批入驻左云开发区乡村
振兴产业园的 3 个项目，在全省第三次“三个
一批”活动中，实现当期签约、当期开工、当期
投产。其中向日葵产业一体化企业从最初洽
谈对接到项目投产仅用了 37 天，恒和非晶及
纳米晶软磁材料、全盛正远竹制餐具及竹制
活性炭两个项目分别用了 源 个半月和 5 个半
月实现投产。围绕项目建设，左云开发区聚焦

“三个突出”，推动左云经济技术开发区迈入
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突出招商引资抓项目源头。把招商引资
作为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书记、县长亲自带
队开展了大规模的外出招商引资活动，赴全
国各地招商 80 余次，对接企业 200 余家。发
挥驻外招商带动作用，京津冀招商引资小分
队累计与北京 65 家企业进行了对接，参加相
关展会 14 场次。对原有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
了再优化，出台了补充规定，让我们的政策更
接地气、更聚人气。截至目前，成功签约项目
8 个，总投资 16.46 亿元，其中 2 亿元以上项
目 7 个。另有中晋新能源等 12 个储备项目，
计划投资 23 亿元，为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突出转型导向抓产业项目。聚集项目包
装、研发设计、金融服务等新兴业态，不断提升入园项目含金量和含
新量。新兴产业园入驻了企业孵化基地和电商平台，为企业升级提档
和创新发展提供全面服务。管委会围绕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
任务分解，对乡村振兴产业园进行了系统布局，特别是向阳花开产业
一体化的引进，推动了全县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涵盖种植、加工和
销售的全产业链建设。帮助鹊盛活性炭项目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煤
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共建炭材料
成果中试、活性炭研发及检测中心项目。

突出责任担当抓项目推进。实行县委、县政府、开发区、相关部
门和现场盯办人“五位一体”精准服务项目，全力实现无干扰施工、
无障碍建设，最短时间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开发区班子成员承包新签约企业，不仅包保帮各项手续
办理，也包保社会面的疑难杂症，确保营商环境在左云开发区再升
级。 （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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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我省 93 个开发区推行“全
代办”项目 995 个、社会投资房建类项目
26 个工作日办结、政府投资房建类项目
31 个工作日办结……9 月 5 日上午，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

《山西省优化市场准入激活民间投资的
具体措施》有关内容。省审批服务管理局
副局长李和林介绍了优化项目建设服务

保障方面的政策措施。
省审批服务管理局督促各地全面推

行“一项目一方案一清单”项目审批模式，
根据项目类型、投资规模、用地位置等情
况，为每个项目拟定一套专属审批（代办）
方案。截至目前，93 个开发区推行“全代
办”项目 995 个，比去年同期增长 52 个。

为加速建设项目落地开工，各市全

面实行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大幅
缩短了企业从拿地到开工的时间，实现
了“拿地即开工”，可让企业提前 3 至 6
个月落地投产。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的
落实落地，大幅压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时限，其中社会投资房建类项目 26 个工
作日办结，政府投资房建类项目 31 个工
作日办结。

山西积极推进“水电气讯暖”进驻各
级政务大厅，推动实现“一表申请、统一
受理、联动办理”。截至目前，11 个市本
级政务大厅水电气暖均已进驻，均可办
理报装业务；117 个县（市、区）中，一半
以上可办理报装业务，大部分可办理查
询缴费等常见业务。下一步，将积极协调
通讯部门进驻各级政务大厅。

此外，全省统一的涉企政策“一站
式”综合服务平台已于 5 月 29 日上线试
运行，省市两级已全面应用，年底前将实
现 117 个县（市、区）及 93 个省级以上开
发区全覆盖。 （王波）

我省 93 个开发区“全代办”项目 99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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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万物渐丰。走进忻州经济开发
区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
声不绝于耳，建设者们挥汗如雨，勾勒出一幅
如火如荼的建设画卷。

发展的热度源于改革的“深度”和创新的
“力度”。作为忻州市转型综改主战场、主阵地、
主引擎，忻州经济开发区对标创建国家级开发
区，咬定全省“第一方阵”目标，聚焦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两大重点，推进服务企业、改革创新、
优化环境、安全保障四大行动，促进开发区进
位争先，提档升级，奋力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升级版，决胜高质量发展新战场，走出了一
条重大项目“领跑”、新兴产业“支撑”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

招大引强，构筑高质量发展强“磁场”
招商引资是开发区发展的生命线，是激活

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忻州经济开发区新一届
领导集体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聚
集一线，突出招商，做到力量向招商集聚，资源
向招商倾斜，考核向发展发力。聚焦新兴产业，
聚力招大引强，紧盯十大重点产业链和太忻一
体化经济区七大产业，全力打造五大百亿级产
业集群，秉承“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的理念，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产业转移重大战略
机遇，“一把手”亲自上阵，做到重要客商亲自拜
访，重大项目亲自洽谈，重大活动亲自挂帅，重
点问题亲自协调解决。成立工作专班，实施领导
包联机制，高效推进。坚持内商外商并重，引资
引智引技并举。完善政策配套，创新招商方法，
加快实施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升链行动，以招
商引资厚植发展优势，以延链补链加固发展底
盘。大力引育了一批优秀“链主”“链核”企业，着

力谋划包装了一批市场前景好、产业链条长、带
动作用大、投资吸引力强，对形成产业集群起龙
头引领作用的大项目、好项目。一批对全区产业
转型升级有重大拉动和支撑作用的重大项目相
继开工，走出了一条“围绕主导产业，延伸产业
链条，打造产业集群，构筑特色产业”的招商之
路，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成为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引擎。目前正在对接洽谈项目 20
个，总招商 328 亿元，涵盖新材料、新能源、装备
制造、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

积厚成势，聚焦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
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忻州经

济开发区坚持“项目是第一支撑”的鲜明导向，
持续掀起项目建设热潮，在提质提效上不断发
力，强化大型产业集聚区牵引作用，着力引项
目、强龙头、补链条、搭平台、聚集群，不断优化
提升“主导+特色”产业发展格局。用一个个优
质项目为转型发展夯基筑台，架梁立柱。

聚集产业，锚定方向，着力打造以镓产业
为引领的半导体产业，以一道新能源 10GW 光
伏电池生产基地为龙头的新能源产业，以浙江
天增集团为主导的硅基新材料产业，以山西禹

王煤炭气化有限公司为核心的煤化工产业，以
新松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为旗舰的
智能制造 5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构建多元化、
布局优化、链条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稳步推
进工业结构反转，为高质量发展蓄能增势。

为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支撑，忻州经济
开发区以“四比四看”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

“六新”赛道，持续推进“三个一批”活动，以项
目建设激发发展新动能。2023 年前两期“三个
一批”活动签约项目 4 个，总投资 56.5 亿元，预
计年产值 31 亿元；开工项目 4 个，总投资 25.2
亿元，预计年产值 13 亿元；投产项目 2 个，总
投资 31.09 亿元，预计年产值 27 亿元。

半导体产业作为全市聚力打造的八大标
志性引领性产业之一，正在成为忻州经济开发
区全面转型的重要支撑。目前砷化镓、蓝宝石、
图形化蓝宝石衬底、射频声表面滤波器芯片、
钽酸锂/铌酸锂压电材料等一批高科技项目纷
纷落户，半导体产业集群初具雏形，正在形成
集聚效应。目前，半导体产业、新能源产业、煤
化工产业等重点产业项目取得重大进展，新材
料、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正在
加速形成，构筑了以龙头企业领跑、骨干企业

支撑、中小企业跃进的梯次发展格局。
随着区内续建项目施工进度逐月加快，新

建项目陆续开工，省市重点工程项目加速推
进，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投资和转型项目
投资稳定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再创新高。今年 1
至 7 月份，工业投资完成 20.39 亿元，同比增长
39.7%；工业总产值完成 73.3 亿元，同比增长
1.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5.68 亿元，
同比增长 9.9%；转型项目当年完成投资占工
业投资比重 99.8%。

高效服务，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
环境就是生产力，服务就是竞争力，作风

就是战斗力。忻州经济开发区把优化软硬环境
作为推动发展的“先手棋”，把“标准地”改革作
为资源要素市场化的重要抓手，把“承诺制”审
批作为审批制度改革迭代升级的重大举措，把

“全代办”服务用为提升招商引资实力的关键
一招，释放“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集成
效应。 （下转 D3版）

忻州经济开发区

做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两篇大文章
姻 张志远 陈铎天

一个地区的发展“短期靠项目、中
期靠政策、长期靠环境”。对于区域经
济发展而言，营商环境就像空气，空气
清新才能吸引更多投资。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营商环
境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第一要件”和
加快转型发展的六大支撑之一，创设
性提出“三无”“三可”要求，迭代推出
营商环境 3.0 版改革，高规格成立工
作专班推动政策落实，常态化部署开
展全省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督导，
加强对各市和省直单位的营商环境
考核。

9 月 8 日，笔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山西加快转型发展”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第七场发布会———优化提升
营商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
创优营商环境，我省各级各部门凝心
聚力、协同攻坚，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
度、前所未有的创新举措、前所未有的
强大推力，向全社会传递出山西全面
创优营商环境、全力厚植经营主体发
展沃土的信心与决心。

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五大环境”建设成效明显
省审批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东洪在发布会上表示，我省营商
环境 3.0 版改革实施一年多来，各项
改革稳步推进，5 年规划实施的 119
项改革任务中已有 73 项全面铺开并
取得积极成效，推出第一批 18 项创
新示范案例，全省营商环境以点带面
持续提升，“五大环境”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

法治环境日渐完善。省政府出台
《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实
施意见》，“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不断

推进；高标准建成全省“互联网+监管”
系统，智慧监管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市
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领域相继发布包
容免罚清单，公安交管、税务等部门相
继推行“首违不罚”，柔性执法不断推
开，企业投资信心大为提振。

政务环境更趋便捷。实现“7伊24 小
时不打烊”政务服务超市全面覆盖省
市两级及 30%左右的县（市、区）；全省
1276 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便民服务
中心，115 项乡镇 （街道）、45 项村级

（社区）便民服务事项实现“就近办”；
推出全省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
平台，实现“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
业”的主动式转变。

信用环境持续优化。颁布《山西省
社会信用条例》，实施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 2023 年行动，狠抓优化营商环境整
治监督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推动各级各部门整改问题 1437 个，整
改完成率达 93.13%，健全完善制度
723 项。

人文环境更加美好。全省建成公
办图书馆、文化馆 258 个，乡镇（街道）
综合文化站 1361 个，村级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 1.8 万余个，全部实现免费开
放；推动 770 种集采药品、100 种集采
耗材价格下降，平均降幅 50%以上；省
内两所高校三个学科跻身“双一流”建
设行列等。

要素保障环境逐步健全。持续深
化“千名行长结对子”活动，有效降低
民营企业担保费率和融资成本，截至 7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099.58 亿
元，同比增长 30.04%，惠及经营主体
43.37 万户。出台产业用地支持政策

“23 条”，强化支持类工业、光伏等 23
个产业项目用地保障等，“承诺制+标

准地+全代办”成为我省招商引资“金
字招牌”。

健全监督机制

形成共抓共治合力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已推动解

决“新官不理旧账”问题 149 个，解决
“政策不兑现”问题 344 个，化解“拖欠
民营企业账款”87.47 亿元。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李
新春在会上表示，省纪委监委力促各
级各部门责任贯通、同题共答，形成了
共抓共治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重点
监督推动了整改责任单位主动认领整
改任务，制定详细整改方案，建立问题
整改台账，落实责任清单制度，逐项明
确问题整改牵头领导、责任单位、责任
人，分清分好“责任田”。

台账管理、闭环监督。省纪委监委
全链条监督推动问题整改见行见效，
包括建立问题整改监督台账，严格实
施台账管理，跟踪监督对账销号，形成
建账、对账、督账、报账、核账、销账监
督闭环。截至 9 月 4 日，共监督推动完
成整改问题 1437 个，占整改任务的
93.13%。

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省纪委监委
持续放大整改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把
查办案件、共享成果、促进治理贯通起
来，既紧盯问题精准监督推动问题整
改清仓见底，又举一反三系统施治推
动整改成效巩固拓展。

坚持释放动力、激发活力。监督推
动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成效，推动解决
了晋城市 58 项审批事项未进政务大
厅、省林草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更新
不及时等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建
立完善相关制度 723 项。

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法治护航经济发展
全力创优打造营商环境，山西正

在“加速跑”。今年以来，省委政法委
组织开展“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专项行动”，在从严惩治涉企违
法犯罪、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等方面提
质增效。

省委政法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
记苗伟在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省委
政法委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稳
定企业发展信心。今年前 8 月，全省公
安机关侦办涉企类黑恶案件 4 起，侦
办合同诈骗、挪用资金等经济犯罪相
关案件 776 起，有效维护了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秩序。

政法机关更加注重打击和保护
并重，坚决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在法律和制
度上给予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等
保护。同时，省委政法委制定出台《山
西省产权司法保护 2023 年行动计
划》，截至 8 月，全省法院共执结涉企
执行案件28508 件，执行到位金额
206.55 亿元。

以下几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全省法院网上立案 12.06 万件，电子
送达 52.81 万次，多元解纷平台调解
涉企纠纷 18536 件。公安机关开展

“一门通办”试点工作，不断优化出入
境等服务。

前 8 月，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
业债务纠纷、股权分配、知识产权等民
事监督案件 838 件；办理与营商环境
有关的市场监管等行政监督案件 83
件，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更加
凸显。

山西：全面创优营商环境 五大成效引人瞩目
姻 郝薇

9 月 8 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优化提升
营商环境有关情况——— 本刊讯 为贯彻落实蓝佛

安书记对我省重点产业链建设指
示精神，9 月 5 日上午，副省长汤
志平主持召开山西省现代医药产
业链发展专题会。会议听取了省
发改委、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省
商务厅、省卫健委、省行政审批
局、省药监局、省投促局等部门推
动现代医药产业链建设发展工作
情况的汇报，针对当前我省现代
医药产业链发展存在的问题，研
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汤志平对现代医药产业链
各成员单位所做工作和取得的
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
调，要认真落实蓝佛安书记的指

示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
地。要主动作为，省商务厅牵头，
对建议、问题和措施逐条梳理，
分解任务，清单化落实。要充分
发挥链主、链核企业作用，采取
多种方式，及时准确了解企业诉
求，对标对点，逐项解决。要高度
重视注重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采
取实际行动，切实发挥出比较优
势。要对重点开发区、链主及链
核企业做好培训辅导。要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有效落实好配套政
策。要聚焦重点问题，围绕外引
内培的要求，针对中医药、原料
药、医药中间体等突出方面抓好
落实。 （王波）

山西省现代医药产业链发展专题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