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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进情况及亮点】

山西黄小米出口泰国。2023 年 6 月 29 日在晋中国
家农高区京东农场举行晋中农高区建设运营集团山西
黄小米出口泰国首发仪式。

八大类九个种子品种实验材料随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船飞向太空启动空间诱变搭载实验。神舟十六号载
人飞船搭载实验项目中，由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国家
农业科创中心）、晋中市太谷区推荐，我省主培的晋谷
21、高粱晋糯 3 号、玉米瑞普 909 母本、玉米瑞普 909
父本、藜麦稼祺 505、旱稻吉梗 589、小麦晋麦 47 号、葡
萄早黑宝、绿豆并绿 2 号等八大类九个种子品种成为
实验材料，将随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三名航天员进
入空间站，开展空间诱变搭载实验。2023 年 10 月 31 月
8 时，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我省主培 8 大类九个种子在历经 154 天的空间诱
变搭载实验后，成功返回地球。

集中精力引深产业项目攻坚，拉动农高区发展。晋
中国家农高区按照省市要求，继续深入推进“22510”行
动计划，围绕纵向 20 公里农业科技示范廊带和横向 40
公里农业产业示范廊带展开建设，以“5 个 10 工程”为
抓手，压实布局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千方百计破解要素制约难题，牵动农高区发展。一
是用好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用足用活用好各类财
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努力提高项目落地率和资金到
位率，推进项目建设。二是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组建专
班，压实责任，全面推动“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落
实，强化审批服务，简化办理程序，提高项目审批效率，
努力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农高区建设。

久久为功紧盯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农高区发展。一
是围绕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抓好有机旱作农业国
家重点实验室、功能农业重点实验室、黄土高原特色作
物优质高效生产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三大省部共建
实验室建设运营，推进科技型项目神农隆科尔疫苗技
改项目建设，充分发挥隆科尔全省唯一动物疫苗生产
的优势，加快山西供销社中药材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建
设，尽快出成果、出产品、出效益。二是积极推动由山西
农大（省农科院）牵头建设、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大
力支持的山西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辐射带动示
范引领作用，该平台于 6 月 16 日揭牌并运行。三是加
强种业技术攻关，积极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利用航天育种技术，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搭载八大类 9
个品种种子成为实验材料，创制种质资源，继续与国家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合作试种旱稻，推进构建“粮、果、
蔬、牧、药、林”种业技术体系，加快种业振兴，为实现农
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核”动力。

精心策划提高招商引资质量，推动农高区发展。一

是重点聚焦种业、中药材、种植业、畜牧业、生物兽药，
加大力度补链延链强链，实现“一企带一链、一链成一
片”。二是用好乡村 e 镇、全国科创中心联盟大会等论
坛展会招商活动，宣传推介农高区。三是走出去积极洽
谈，推进云南白药、修正药业、神农乳业、神农薯业、中
药材（二期）落地农高区。

【下一步工作计划】

晋中国家农高区抢抓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和率先打造太原榆次太谷城市核机遇,围绕有机旱作农
业主题，深入实施“22510”行动计划。第一个“2”，即“双
擎”合力驱动。第二个“2”，即“双廊”示范引领。“510”，
即实施“5 个 10 工程”。一是建设十大园区。推进有机旱
作农业示范园、山西种业创新园、农高区设施农业示范
园、功能食品加工园、农高区智慧冷链物流园、国际农
业产业创新孵化园、智慧农机装备园、东辉先正达农业
科技示范园、巨鑫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和京东电子商务
农业产业园十大园区建设，通过园区建设，为延伸产业
链提供承载空间。二是搭建十大平台。建设有机旱作农
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工
程实验室、山西省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西农业
大学综合实验中心、农高区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心、晋
中国家农高区认证中心、谷子研究所、中国北方林果苗
木繁育中心、北方旱稻研发中心和农高区乡村振兴实
验室十大科研平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引擎。三是
打造十大标杆。打造东辉年产 10 万吨牛肉全产业链、
山西中药材交易市场、农业遥感卫星研制发射、年产 10
万吨南方黑芝麻系列饮品、东方希望畜牧公司现代化
生猪养殖、阿里数字农场、田森番茄小镇、上海合作组
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基地、海玉功能食品和广誉远国
药十大标杆项目，以标杆项目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之
路。四是实施十大种业。实施先正达种业、龙生种业、稼
祺藜麦种业、生物研究院谷子种业、晋药堂中药材种质
资源、果树所玉露香梨育种、鑫太城谷种羊、晋汾白猪
种猪、邦农小镇蓝莓种业和山西农大钙果种业十大种
业工程，切实推动我省种业发展，建成山西省的“种业
硅谷”。五是完成十大任务。完成好 2023 年乡村振兴

（太谷）论坛、承接行政审批赋权、组建总规模 10 亿元
农高区三大基金(大学生创业扶持基金 1000 万元、产业
扶持基金 5 亿元、股权投资基金 3-5 亿元)、建设中国

（山西）自贸区（太谷片区）、举办省农博会、引进国字号
龙头企业（中化、中信、北大荒等名企）、实施有机旱作
区土地质量提升和退化修复工程、建设好农高区农民
培训中心、争取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办事处落户农高
区、建设农高区人才公寓十大重点任务。

供稿：晋中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太原中北高新技术产开发区

晋中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祁县经济开发区

【工作推进情况及亮点】

在规上工业增加值方面，受客观因素影响，前三季
度，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出现“有增速负增量”现象，
完成 112.78 亿元，同比增长 2.7%，增速低于目标值

（15%）12.3 个百分点。
在工业投资方面，前三季度，工业投资完成 23.03 亿

元，同比下降 21.8%（增速目标是 17%）。针对项目储备不
足情况，全力推进项目入统工作，前三季度，新入统工业
项目 10 个，总投资 14.6 亿元；10 月份，新申报入统项目
9 个，总投资 55.13 亿元；并继续推动未入统的 5 个项目
办理入统手续，总投资 21 亿元，夯实投资基本盘。

在招商引资方面，重点围绕开发区特种金属材料
产业链、新型化工新材料产业链、碳基新材料产业链延
链、补链、强链，洽谈对接项目 51 余次，共签约项目 11
个，签约额 50.28 亿元,涉及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节
能环保等领域，其中省市域外项目 4 个，签约额 25.1 亿
元，占总签约额的 49.9%，本土项目 7 个，签约额 25.18
亿元，占总签约额的 50.36%。

在营商环境方面，制定《清徐经济开发区优化营商
环境行动计划》《清徐经济开发区落实“三无三可”和“五
有套餐”工作方案》，全面推进落实。承诺制办理 15 件；
事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已全部完成，95%以上审批事项
可实现全程网办，全代办审批事项 53 件；审批事项“好
差评”“一次一评”“一事一评”已全部覆盖。完成 9 项区
域评价，实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标准地’
投资建设合同”双合同项目管理，为 2 个项目出让了 2
宗 133.71 亩“标准地”。

在节能环保绿色低碳工作方面，聚焦中央和省、市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整改提升，晋
煤物流铁路专用线改扩建项目 8 月 21 日建成投运，并
顺利通过省、市销号验收；泓创物流外部配套项目正在
加快施工，预计 2024 年 6 月份建成投运。加快超超低排
放改造，区域内颗粒物减排 540t/a，二氧化硫减排约
1242.2t/a，氮氧化物减排 2605.7t/a，TVOC 减排 1068.06t/
a，实现区域产能提升而排污总量不增反减的目标。构建
了完善的环境监测、预警及管理体系，实现了对环境溯
源、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的监测监管。

【下一步工作计划】

全年新接洽项目 100 个以上；全年新签约项目投资
额达到 100 亿元以上；在库已开工项目剩余投资额达到
100 亿元以上；全年工业投资总量达到 50 亿元以上，增
速达到 17%以上；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800 亿元；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15%以上；四上企业净增速达到 20%

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增速达到 15%以上；产出强度达到
100 万元/亩以上。

打造“磁力园区”，创优载体长板招商。重点招引 1-2
个总投资 20 亿元以上的龙头项目和 2-3 个总投资 10 亿
元以上的大项目，全方位提升园区吸引力。

打造“活力园区”，创优环境壮大主体。切实践行“有
求必应、无事不扰”理念，学好用好“晋江经验”，深入践行

“马上就办”，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把手续办理前置到企
业驻地和项目现场，积极争取省市赋权，充分拓宽“容缺
办理”“承诺办理”“全流程模拟”等便企服务创新性思路
举措。坚持把服务好本土企业作为最好的营商环境，围绕
园区现有企业和落地项目，一企一专班、一项一专班，健
全项目落地建设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完善企业反映、园
区吹哨、部门报到、销号解决工作模式。

打造“动力园区”，创优设施汇聚要素。确保 2024
年 6 月份前建成投运，铁路运量实现倍增；产业路、开
中路工程确保年底前建成通车，并适时启动清泉南路
北延、西湖东路和梗阳西街空轨运营线建设，打造公铁
联运交通枢纽。打好要素保障联动战。积极争取省市政
策支持，充分保障煤炭消费量等现代煤化工产业链关
键原料指标供给；围绕化工园区非化工企业退园，加快
老旧厂房腾笼换鸟和企业转型，新打造“标准地”1000
亩以上，为项目落地提供强力支撑。

打造“实力园区”，创优平台延链建群。在现代煤化
工产业方面，重点推进亚鑫双孔低密度高效球状催化
剂载体、电池级碳酸锂、泰达拓普氯代苯酐生产装置、
柏际高分子药用中间体新材料等项目落地开工，加快
推进美锦高纯氢二期、亚鑫焦炉气减碳新材料、高端电
子新材料、三强煤基新材料二期、金翰源高纯碱金属材
料等项目建成投产，保障中科美锦淀粉基电容炭、梗阳
焦炉煤气应急保障综合利用、中化学赛鼎相变储能材
料等项目满负荷生产，推动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
展。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方面，坚持把拓展氢能应用场
景为主要发展方向，以氢能重卡和氢能空轨为突破口，
带动并整合园区内现有的车辆制造、钢铁、5G、新材料
等产业发展，重点谋划推进中铁科工空轨产业园项目
落地开工，加快美锦氢能零碳总部基地建成投产，构建
焦炉煤气制氢-长管拖车运氢-加氢站-氢燃料机械运
营示范生态闭环；同步加快推进美锦良辰大数据中心、
泰州高端智能装备生产基地、美锦高纯石英管及扩管、
吉祥华曼挂车专用车、天智长兴智能电气研发制造基
地、中首机电配电箱（柜）生产建设，拉动集聚数百亿级
的氢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打造“魅力园区”，创优内涵绿色发展。深入开展
主题教育，实施“红色领航”工程，持续深化化工园区认
定和安全风险等级复核反馈问题整改，力争安全风险
等级尽快达到 D 级（较低安全风险）。

供稿：清徐经济开发区

清徐经济开发区

【工作推进情况及亮点】

招商引资量增质优。坚持领导“挂帅”招商模式，先
后赴武汉、上海、北京、合肥等地区参加招商活动，截至
目前，党政主要领导外出招商 7 次，累计外出考察对接
企业项目 30 余个。以政策扶持为导向，精准出台了特
钢材料产业链招商引资“黄金十条”、促进先进制造业
发展新 8 条。推动中北高新区科创服务园、跨境电商数
字产业园、现代服务业招商产业园、阳采集团等 9 个数
字经济产业园先后签约落地，正在积极运营招商。慧谷
软件产业园成功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四是
创新招商举措。今年，全区联合尖草坪区、宝武太钢集
团以“政府+链主企业+产业园”的模式联合举办了两届
特钢和特种金属新材料产业链招商大会，并在全省招
商引资大会上作为典型案例复制推广，会上成功签约
项目 8 个，总投资 23.44 亿元，目前 6 个项目已落地。

2023 年以来，全区“三个一批”活动已落实“签约一
批”项目 11 个，总投资 58.45 亿元，签约项目已全部开
工，开工率为 100%；“开工一批”项目 12 个，总投资
34.78 亿元，其中已投产项目 6 个，投产项目已完成投
资 0.89 亿元，投产率为 2.56%；“投产一批”项目 13 个，
总投资 15.01 亿元，其中产业项目 8 个，总投资 2.88 亿
元，已达效 8 个，达效率为 100%。

不锈钢（特钢）专业镇和半导体材料专业镇两个专
业镇已成功获批市级专业镇。

在强化政策兑现方面，截至目前，4 项拖欠民营企业
账款问题已完成 2 项，3 项政策不兑现事项正在按计划
推进。在服务企业发展方面，新设立双新产业引导基金，
强化金融服务能级；为企业落实各类奖补资金 1.58 亿
元，其中上级补助资金 0.83 亿元，本级资金 0.75 亿元。
在全面深化“标准地+承诺制+全代办”改革方面，1-9 月

为 8 个企业完成承诺制审批许可；已累计完成“标准
地”8 宗，共计 1073.11 亩。持续落实“一企一专员”工作
机制，为企业提供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到立项、规划、
建设、竣工验收的“接力棒式”全流程服务，2023 年至今
共帮助企业完成全代办事项 20 件。在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方面，截至目前，现有市场主体 1930 余家，工业企业
222 家，规上工业企业 50 家；四上企业 74 家，高新技术
企业 56 家，专精特新企业 35 家。

在持续深化“三化”改革的基础上，全区重点推进
“三制”和管运分离改革，按照“人岗相适、人事相宜”原
则，对 31 名干部岗位进行了优化调整。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壮大工业经济，增强区域引力。充分发挥现有
特钢和半导体材料两个专业镇优势，持续延链补链强
链，补齐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真正把产业比较优势转化
为企业发展盛势。

二是深化招商引资，助力项目建设。牢固树立“大抓
项目、大抓转型、大抓发展”的理念，运用好“十二种招商
方式”，全力以赴促投资、抓招商、引项目、优政策，全面提
升对外开放能级，实现招商引资规模、质量同步提升。

三是聚力科技赋能，实施人才兴区。充分激发企业
科技创新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四是创优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在打造硬环境
方面，以专项债申报为契机，积极谋划基础区和扩区范
围内道路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就土地开发、标准化厂
房、新基建等方面进行高标准建设。在打造软环境方
面，进一步推行“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全代建”项目
建设模式。

供稿：太原中北高新技术产开发区

【工作推进情况及亮点】

今年以来三次“三个一批”项目中“签约一批”在库
项目 7 个，总投资 22.83 亿元，其中未开工项目 1 个；

“开工一批”在库项目 6 个，总投资 4.06 亿元，其中未投
产项目 3 个；“投产一批”在库项目 4 个，总投资 14.8 亿
元，已全部达效项目。

今年外出招商 10 余次，包括拜访红星总部、今
麦郎总部、统一总部、燕京总部争气资金投入，拜访
湖南顶立总部推动投资 2.3 亿元的年产 450 吨第三
代半导体 SiC 单晶用高纯碳基材料项目落地，并赴
浙江实地考察浙江金砺科技有限公司，赴上海与东
方龙商务科技集团对接专业化招商事宜，实地考察
了世纪鑫源数字产业园项目等；参加了第 133 届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并分别在北京、广
州举办了山西特色专业镇·祁县玻璃器皿招商引资
暨产业推介会，提升开发区知名度和招商引资吸引
力；今年与山东梁山经济开发区、山东阳谷经济开
发区签订产业园合作共建协议，探索利用合作共建
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并组团赴综改区学习，建立
合作关系。

截至目前，已完成各类项目对接 60 余次，完成项
目储备 50 个，总投资 300 亿元，目前在谈项目 11 个，
总投资 92.98 亿元，包括湖南顶立总投资 2.3 亿元的年
产 450 吨第三代半导体 SiC 单晶用高纯碳基材料项目，
北京红星总投资 1.5 亿元的白酒灌装生产线项目，山西
医药集团投资 15 亿元的聚全堂中医药产业园区项目，
今麦郎投资 3000 万元二期仓库项目及今麦郎产业园
的扩建项目，湖州荣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5 亿元
的新建年产 6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配套石墨化生产线
项目等。

开发区始终坚持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经济发
展的重要举措，持续推进“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
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办事的便利度。

“承诺制”改革方面，严格执行《山西省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规定》，完善办理程序，在企业承诺后出具
承诺决定书，使流程更加标准化、精细化。“标准地”
改革方面，今年共出让“标准地”18 宗 324.4 亩。“全
代办”服务方面，出台《进一步提升开发区“全代办”
服务质量的实施方案》，在全员领代办的基础上，明
确了 4 支全代办专班，使代办服务更加专业化，不
局限于承接清单 49 项事项，对于未承接事项，全力
协调相关单位为企业“跑腿”，今年以来全代办事项
22 件。

实施企业服务中心窗口扩容改造，改造后窗口数
量达到 20 个，为企业开展非公党建、人力资源、土地报
批、投资事项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安全生产经营等 100
余项服务。

目前已与 8 家单位建立信息交流渠道，在审批监
管系统连通之前，将审批办结事项信息及时推送到监
管部门，监管部门对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反馈到开
发区审批局。

全面推行“一项目一方案一清单”审批模式，为
每个项目拟定一套专属审批 (代办 )方案，做到让企
业一次申报、一单告知、一站办结；建立政务服务

“全程网办”“全代办”制度，让线上“进一网、能通
办、一次不用跑”、线下“进一窗、全代办、最多跑一
次”成为常态；审核“中介超市”在册企业资质、信用
情况，动态管理，培育优质中介服务市场;建立“7伊24
小时不打烊行政审批服务号”，分类梳理推出适合
不同渠道、不同办理方式的 7伊24 小时不打烊“随时
办”服务清单。

供稿：祁县经济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