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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激动能 培育新质生产力”特刊

D2

“三个一批”活动开展以来，太原市委、市政府紧紧

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聚焦主导产业，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项目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

一批，取得了显著成效。

【工作成绩】

一是聚焦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向“新”而行。太原市

开发区根据自身主导产业，结合交通区位、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和现实条件，通过要素重塑，不断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今年以来，

中北高新区推进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领

域产业结构转型，形成了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

力；西山示范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契机，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公司承载、园区打造”的思路，统筹推动

低空经济产业园建设；清徐开发区以化工新材料产业

集聚为主，统筹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各类资源在大中小企业之间优化

融通和配置；阳曲示范区山西领创生命健康产业园与

中北大学联合建立“阳曲大健康生物产业技术研究

院”，开展技术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深化政产学研用

合作。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高水平打造创新平台。太原

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建设“晋创谷·太原”创

新驱动平台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高位谋划、高质推

动、高效服务，举全市之力推进“晋创谷”建设。围绕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主导产业集群发展、金融服务、人才

引育等重点工作，组建中北高新区 6 个工作专班。截

至目前，沪硅半导体、国投中试基地等总投资约 150
亿元的 7 个产业项目已落地，正在加快完成区域道

路、供水、供电、供热、220KV 变电站、工业污水处理厂

等工程建设，并积极推动上海征世、戎狄集团、启元气

体、宏芯气体等一批产业项目签约落地。已完成科创

团队、企业工商注册 124 家，梳理标准化厂房 20 万平

米，楼宇空间 13 万平米，储备标准地 8 块约 2300 亩；

积极谋划人才绿卡服务政策，引进高层次人才 1000
余名（博士 270 人、硕士 207 人）。作为全省首家“晋创

谷”示范项目，“晋创谷·太原”承担着先行先试的重大

使命，太原市将全力打造“晋创谷·太原”建设成为全

省“科技资源整合之谷”“产学研贯通之谷”“‘四链’融

合之谷”“体制机制创新之谷”“政府、市场等创新要素

合力之谷”。

三是深化招商引资，蓄能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

破。项目是园区发展的“基石”，项目好不好、多不多直

接决定了园区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太原市以“三个一

批”活动为抓手，形成高位推动、左右互动、上下联动

的招商工作格局，强化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重要

客商亲自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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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好工作专班和领

导包联机制抓好调度督查，确保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有序衔接、高效推进。为加快构建“一高两先三特三

新”重点产业链体系，进一步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制

定《太原市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工作方案》，分链条绘

制产业地图，形成 圆 批招商引资目标清单，各产业链

牵头单位制定产业链招商行动计划，会同“链主”企

业、承载县区、开发区组建招商小分队，开展产业链招

商专场活动，进一步强化全市“一盘棋”的招商体系和

工作矩阵。

【工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书记、

市长多次深入项目开展实地调研、现场办公。全市对

“三个一批”项目实行储备库管理，细化分解任务目标，

专班服务、专人跟踪，逐类项目“把脉问诊”。责任部门

抽调精干人员对全市招商引资项目开展实地督导，实

行台账式推进，强化调度研判，层层传导压力，形成“部

门协作、分工负责、合力推进”的良性互动机制。

二是精心谋划项目。围绕开发区主导产业和发展

方向，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趋势，精心谋划一批投资规

模大、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项目。建立项目谋划

储备库，对谋划的项目进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和补

充，确保项目储备充足。

三是优化项目服务。各开发区建立项目服务专员

制度，每个项目配备一名服务专员，全程跟踪服务，协

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在项目推进过程

中，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常态化开展

“全方位、全流程、全天候”领办代办，提升开发区“全代

办”能力水平，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下一步打算】

一是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拓宽招商引资渠道，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

委托招商等活动，争取引进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加

强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对接合作，提高招商引资的精

准度和成功率。

二是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进一步优化项目服务，加

强要素保障，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加大对重点项目的督导力度，

建立项目建设台账，实行挂图作战，确保项目建设按时

间节点推进。

三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提升力度，鼓励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提高

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对

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和引导，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四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承诺制+标

准地+全代办”改革，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环

境。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加强诚信体系建设，营

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

供稿：太原市商务局

今年以来，吕梁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有关安排部署，聚焦全市“985”重点

产业链和开发区主导产业，以项目建设为牵引，深入实

施“政府+链主企业+园区”招商专项行动，滚动开展“三

个一批”活动，持续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

革，推动一批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

业等新兴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开工、建成投产。

【工作成绩】

上半年，全市8 个工业类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完

成 339.1 亿元，总量全省排名第 1，同比增长 1.7%，高于

全省平均增速（0.8%）0.9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完成 66.02
亿元，总量排名全省第 3，同比增长 39.3%，增速全省排

名第 2，高于全省平均增速（18.2%）11.1 个百分点。

【工作措施】

一是完善工作机制，抓实抓紧项目调度推进。市开

发区建设工作领导组积极发挥统筹协调职能，适时召

开经济指标、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专题推进会议，及时

协调解决重要工作、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具体

困难问题。严格台账管理，对“三个一批”项目实行“一

月一调度”，全面掌握项目进展情。特别是对“三个一

批”活动项目中的“三未”项目，逐个项目分析存在问

题，深挖堵点难点，明确开发区项目包联负责人，形成

项目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行动态化跟踪管理，

切实提高“三个一批”项目“三率”。截至 7 月底，2023
年以来六次“三个一批”活动，我市共签约项目 111 个，

总投资 262.16 亿元，开工率 78.87%；投产项目 75 个，

投产率 24.77%；投产产业项目 42 个，达效率 97.51%。

本次“三个一批”活动，签约项目 11 个，签约投资额

53.42 亿元，预计年产值 37.5 亿元；开工项目 17 个，总

投资 22.69 亿元，预计年产值 19.28 亿元；投产项目 15
个，总投资 16.64 亿元，预计年产值 13.6 亿元。投资亿

元以上项目 14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22 个。

二是强化项目储备，不断提高精准招商质效。精准

谋划产业项目，完善项目储备库，精细编制选商引资政

策、招商推介手册等。聚焦“六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重点产业链，结合吕梁实际，精选高质量项目。创新招

商模式，加大招商招才力度，推行以商招商、中介招商、

重点产业链招商等多元化招商方式。聚焦“双招双引”

下功夫，对标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先进地区，做好

“双招双引”联络处的选点建立及后期服务保障，加强

跟踪督办，引进高端人才和优势产业，推动“双招双引”

项目落地见效。吕梁经开区创新开展订单式招商模式，

利用用氢成本低、应用场景多的全国独有优势，打造氢

能全产业链，成功引进落地苏州氢澜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1000 台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和电堆项目。孝义经济开

发区用好“两图两单”（产业链全景图、全国招商地图、

目标项目清单、目标企业清单），主要领导带队靶向精

准招商，签约引进福建巨电年产 10Gwh 固态锂电池制

造生产项目、鹏辉力赫（天津）200MW辕400MWH 电化学

储能站建设项目。兴县开发区成功建立太原、北京、珠

三角、长三角“双招双引”联络处，上半年招商引资签约

项目 8 个，签约金额 48.77 亿元。

三是加强政策配套，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面落实

“放、管、服”系列改革政策，落实落细“五有套餐”服务，

深入推行“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全力打造“三

无”“三可”营商环境。重塑性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开通

项目手续办理“绿色通道”，实行承诺制办理项目 54
个。推动“标准地”向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扩展、向“标准

化厂房”延伸，全面推广“标准地+标准化厂房”，吕梁、

孝义、文水、交口 4 个开发区出让标准地 9 宗、1578.7

亩，新建通用型高标准厂房 4.4 万平方米。提高“全生

命周期”领办代办服务效能，帮办代办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安全评价、能源技术评价等多项前期手续，向 175
个项目领办代办手续 677 件。

【下一步打算】

一是滚动推进“三个一批”项目。加强前期“三个一

批”项目调度，滚动推进项目签约、开工、投产。对签约

项目，加强跟踪服务，确保项目按时落地开工。对开工

项目，组织召开现场协调会，加强调度，切实解决堵点

难点问题，确保项目如期建成。对投产项目，加强跟踪

服务，围绕空间硬件、环境软件，强化水电油气运等要

素保障，提供完善公共服务支撑，顶格落实助企纾困政

策，实现预期产出。二是深入开展“要素保障进园区”活

动。聚焦要素抓保障，督促指导开发区积极组织“政银

险企”对接，加快化工园区认定，破解要素保障问题。深

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推动承诺制改革全

流程网上办理，推进土地储备入库，今年工业类开发区

新增的工业用地全部以“标准地”形式出让。提升开发

区“全代办”能力水平，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提

升设施配套。加大对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切实完善开发区路、水、电、气等的改造力度，全力保障

区内企业生产、生活配套服务。坚持服务跟着项目走，

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倒排工期，加快

进度，确保项目落地可开工、建成能投产。三是充分挖

掘开发区经济新的增长点。2024 年开发区发展水平考

核指标内容和目标值有较大调整，采取分级分类的考

核办法，考核覆盖面更广，指标更倾向于绿色、开放、创

新方向，分别对指标增速和总量进行考核评分。发挥考

核“指挥棒”作用，指导督促各开发区不断增强危机意

识和争先意识，认真研究谋划各项指标，特别是规上工

业增加值、工业投资两项主要指标和新增指标，潜力从

哪里挖、任务如何完成，做到心中有数。加强指标调度

分析研判，紧盯数据入统，组织专人负责指标统计工

作，把握时间节点、及时报送相关指标数据，确保圆满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供稿：吕梁市商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