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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大地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近日，山西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

省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为 5824.33 亿元，同比增长 5%，经济增速快

于去年全年，主要指标稳定增长。

“今年以来，山西以开局就是决战的干

劲抓发展、以起步就是冲刺的拼劲稳增长，

一季度全省经济呈现出新动能加快成长、韧

性活力不断彰显、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的积极

变化。”山西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卫

永杰说，一季度，山西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71.11 亿元，增长 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2910.75 亿元，增长 5.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2742.47 亿元，增长 4.9%。

能源保障稳定有力

山西焦煤集团山煤国际霍尔辛赫煤业

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内，调度监控人员严密

监控着大屏上的数字。今年一季度，霍尔

辛 赫 煤 业 生 产 原 煤 93.02 万 吨 ，实 现 首 季

“开门红”。

山西焦煤集团的实践是山西扛牢能源

保供政治责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案例。

自去年能源保供从阶段性转向常态化后，山

西坚决落实国家下达的煤炭增产保供任务，

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山西煤炭、电力、煤层气

等均保持高速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山西规模以上原

煤 产 量 33316.8 万 吨 ，增 长 5.9％ ；发 电 量

1102.9 亿千瓦时，增长 8.2％，其中外送电量

380.1 亿千瓦时，增长 16.7％；非常规天然气

产量 34.9 亿立方米，增长 8.4％。

山西在稳定现有煤炭产量基础上，有序

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规范煤矿智能化建设总

体设计，180 万吨/年及以上生产煤矿智能

化建设全部开工，力争建成 60 座智能化煤

矿、300 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今年，全省能源工作按照‘稳煤优电、

增气上新、降碳提效’要求，着力加快规划建

设新型能源体系，着力增强能源供应链安全

性和稳定性，着力打造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先行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可靠的能源保障。”山西省能源局党组

书记、局长邓维元表示，山西将持续推进优

化产能结构，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添能蓄力。

高端制造作用凸显

作为全国第一个提出“新装备”规划的

省份，山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面临的发展

机遇前所未有。2023 年山西省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链（智能煤机）工作推进会上，《山西

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智能煤机）供应商

能力图谱》发布，高端电气制造项目纷纷

签约。

“高端装备制造是山西十大重点产业

链之一。新春伊始，我们就以项目建设清

单为抓手，抓好项目前期，强化用地、用能、

资金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及早开工、投产

达效，做到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建设。”山西

省发展和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杨韶

欣表示。

数据显示，一季度，山西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4.7％。山西规模以上工业

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其中废弃资

源综合利用业增长 98.9％；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 长 13.9％ ，其 中 节 能 环 保 产 业 增 长

29.9％，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长 13.0％。

今年，山西实施制造业振兴“229”工程，

促进制造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特钢材料企业力争打造形成完整产

业链条、风电装备产业链营业收入同比提高

10%以上、山西省内光伏产业综合产能力争

稳定在 20 吉瓦以上、高端装备制造业打造

产业链和专业镇“双引擎”⋯⋯山西工业发

展脉络清晰可见。

市场消费持续回暖

经济在恢复，消费在回暖。数据显示，

一季度，山西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4.9％，比去

年全年加快 2.2 个百分点。其中，住宿餐饮

业增加值增长 14.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增 长 11.7％ ，金 融 业 增 长

8.8％。这些行业带动服务业明显回升。

一 季 度 ，山 西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1876.6 亿元，增长 4.9％。分消费形态看，商

品零售 1738.4 亿元，增长 4.2％；餐饮收入

138.2 亿元，增长 14.4％。山西限额以上消

费品零售额 693.8 亿元，增长 3.7％。与此同

时，升级类商品销售大幅增长，全省限额以

上消费品中，新能源汽车、可穿戴智能设备

零售额分别增长 43.4%、31.2%。

“攀升的数字背后是山西省不断释放的

经济活力。”山西省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郭淑芬告诉记者，山西在扩内需、促消

费、畅循环等各项工作方面持续发力，大大

激发了消费市场活力，“消费提振年行动计

划、消费券、‘品鉴山西美食晋享山西味道’、

打造钟楼街高品位步行街等，都是山西扩内

需、促消费、畅循环的有力手段和途径。”

伴随着经济良好开局，山西财政收入增

速回升，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64.6 亿

元，增长 4.4%。

下一步，山西将继续巩固扩大消费回暖

态势，积极释放国家和山西促进消费的政策

红利，加快恢复传统消费，培育新兴消费业

态，持续改善消费环境，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推动文旅康养产业健康发展。

高度重视提升农业软实力

张

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统筹部署、

协同推进，抓住重点、补齐短板。这一

重要部署高瞻远瞩、内涵丰富、要求明

确，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

实现乡村振兴任务，建设农业强

国，必须高度重视提升软实力。

激活人才软实力。要继续提升技

术型实用人才的综合技能，加强农民

技能培训，加快解决农村人才资格认

证、考评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加强与

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其他高

层次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培养

一批农民企业家、农民金融家、农村管

理者。要建立城乡融合型的人才流动

机制，促进市场、企业和社会“三位一

体”的人才引进机制和配置机制的形

成，高效引进乡村振兴人才。

做实技术软实力。要把农村农业

方面科技研发重大项目的落地工作放

到更加突出位置，聚能聚资聚力，为项

目的落地、研发、转化创造条件。对农

业科创项目的投资和管理采取“特事

特办、大事先办、优先拨款、优先落地”

的政策，优先解决土地供给、公共配套

和政策扶持。农业科技创新要统筹布

局和聚焦集中，将重点研究项目、试验

项目、孵化项目、推广项目尽量集中到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或者大中型农

业基地上。加强农村科技企业培育工

作，鼓励社会各界以多种方式投资农

村创办科技企业，推进民营科技企业

与政府农业技术服务组织融合发展。

创新融资软实力。要针对农民贷款难、农村经济实体规模

小的情况，不断增加金融产品，调整贷款条件，健全服务体系，扩

展金融服务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完善涉农金融机构的工作机

制，建立“农商银行+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农户合作融资”的新

机制。鼓励发展农村股份制投资公司，妥善解决和发展农村民

间投资，加强监督，促进民间投资的规范化发展。

提升管理软实力。如何管理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并且不断进行创新和提升是重要问题。城乡融合发展不仅

要关注产业融合，更要关注企业融合、市场融合和管理融合。要

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企业，如农户独资企业、农户合作企

业、集体企业、引资企业等，用构建农村企业集群支撑产业集群

的成长。

增强文化软实力。要深度挖掘农村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

做好文化资源的整理、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重点开发红色文

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风俗文化、建筑文化和生态文化等。提

升农民的文化和技能素质，牢固树立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发展合

力。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层次的现代媒介技术和光电技术等，开

发具有国际层次、国家水平的农村文化精品、文旅融合精品和优

势文化产业，促进文化资源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 本报记者 梁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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