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自然资源厅消息，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复
同意《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规划》），山西省成为继江苏省、广
东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江西省之后，
第六个获批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省份。

国务院批复指出，《规划》是山西省空间发
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
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是对山西省国土
空间作出的全局安排，是省域国土空间保护、
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必须严格执
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

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到 2035 年，
山西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649 万亩，其中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748 万亩；生态

保护红线不低于 3.40万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
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
规模的 1.3 倍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
地使用面积下降不少于 40％；用水总量不超过
国家下达指标，其中 2025 年不超过 85 亿立方
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划定洪
涝等风险控制线，落实战略性矿产资源、历史
文化保护等安全保障空间，全面锚固高质量发
展的空间底线。

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间体系。深
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
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加强与京津冀城

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功能联动和
协同布局，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
区，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系统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汾
渭平原农产品主产区和吕梁山、太行山等特色
农区建设，拓展有机旱作现代农业发展空间，因
地制宜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科学优化村庄
布局，支撑乡村振兴。加强太行山、吕梁山、太
岳山—中条山重要生态屏障修复，科学实施国
土绿化，推进黄土高原塬面保护和水土流失治
理，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严格河湖水域空
间分类管控，加强重要水源涵养区空间管控，统
筹地表水与地下水保护利用，强化汾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运城盐湖生态保护修复，逐步
恢复和提升生态功能。推进山西中部城市群协
同发展，深化晋南、晋北、晋东南跨省合作，统筹
布局区域性文化、旅游等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
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完善城乡生活圈，形成布
局紧凑、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城镇空间。

同时，做好规划实施保障。加快形成统一
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
平台”的要求，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
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监测网络，提高空间治理数字化水平。

（薛建英）
据《山西晚报》

紧盯问题治理，解决发展难题。紧盯促进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48条”“78条”中 56项奖补政策落地，督促各
级各有关部门完善机制、加快兑现，目前已兑现到位 46
项，2.5万个项目或企业、个人获得奖补资金 31.82亿元。

紧盯营商环境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发现问题整改，
着力推动 39个部门、11个市和山西综改示范区的 1543
个问题逐一解决，截至 9月底，问题解决率达 95.38%。

紧盯“新官不理旧账”“政策不兑现”问题治理，在
省纪委监委统筹推动下，组织全省各级各部门开展问
题自查和纠治，发现问题 871个，解决 569个，同步完善
政府守信践诺长效机制。 （薛建英）

据《山西晚报》

全省民营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经营主体倍增与提升
活动的深入实施，民营经营主体更趋活
跃。我省百强民企入围门槛突破 30 亿
元，8家企业入围 2023年中国民企 500强，
1家迈入千亿营收阵营……10月 11日，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加快转型发展”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十七场发布会，同
时也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专场新闻
发布会。

发布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胡勇介
绍，我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主要做
法如下：制度框架上，形成了以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意见 30 条、深化拓展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措施 23 条、优质中小企业梯度
培育管理实施细则 28 条、促进个体工商
户发展条例 23 条等为支撑的政策架构，
并构建起促进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一揽子
政策体系。

持续创优投资环境，全面落实国家负
面清单制度，针对能源、交通等 6大领域准
入准营及优化服务提出 30条具体措施，积
极打通制约民间投资堵点问题。建立按
季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今年以
来，已分三批推介投资项目 260个，总投资
3693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 1844亿元。
持续强化法治保障，深化“万所联万会”法
律服务民营企业机制，在省级层面建立企
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开展民营企业
刑事“挂案”清理专项工作、清理拖欠民营
企业账款专项行动。截至 8月底，推动化
解拖欠民营企业账款 87.47亿元。

土地保障方面，今年全省工业类开发
区将实现工业用地全部以“标准地”形式
出让，目前已储备“标准地”223块、2.86万
亩。税费减免方面，认真落实国家税费优
惠政策，最大幅度减征“六税两费”。1—7
月，全省民营企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

费 113.77亿元。融资支持方面，建立金融
机构服务民营企业评价工作机制，深化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省市县一体化运营改
革。截至 8月底，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在保
余额达 840.27亿元，银行业机构民营企业
贷款余额 7572.83亿元。

此外，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当作自己人，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交流机
制和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工作制度。
省政府办公厅企业家服务处正式挂牌，负
责联系服务企业家工作。进一步完善民
营企业诉求办理工作制度，加强诉求受
理、转办、跟踪、反馈、评价全过程闭环管
理。今年以来，全省各部门组织举办了

“2023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新年会”
“津企山西行”“沪企山西行”“山西商会
节”“晋商企业家节”等多场活动，积极助
推政企沟通对接。 （薛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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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市部署
烟火气集聚区236个

发布会上，省行政审批服务管
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连建林介
绍，我省积极打造“十大平台”，并使
之成为培育、集聚、壮大经营主体的
重要载体。其中，在实施链长制方
面，全省十大重点产业链和首批 20
家“链主”企业实施延链补链，链上
企业已达 514 户。发展专业镇方
面，全省 262个专业镇，聚集经营主
体 5572户。培育乡村 e镇方面，引
进电商龙头企业 257 户，带动就业
3.8万余人，网络零售额达 57.31亿
元，同比增加 50%以上。打造文旅
康养集聚区方面，全省布局 50个文
旅康养示范区创建单位，确定 10个
县（市、区）打造文旅康养高质量发
展集聚区，带动发展产业综合生态
体系。打造高水平创新创业平台方
面，建设智创城 11 个，全省省级平
台入驻企业 3万余户，带动就业 25

万人。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方
面，围绕国家重点和省级龙头企业，
全省集聚农业经营主体 44.4万户，
其中，农业企业 7.4万户，农民合作
社 8.6万户，家庭农场 6万户。

同时，在提升城市“烟火气”方
面，18个省级夜经济生活集聚区入
驻经营主体 3932 个，网红打卡地
144个，带动就业近 2万人，吸引客
流 6085万人。11个市部署烟火气
集聚区 236个，入驻经营主体 1.9万
户。打造开发区升级版方面，93个
开发区集聚经营主体达 26万户，今
年新增企业 4.2万户。发展数字经
济方面，“网络货运”发展迅速，集聚
经营主体 497 家，其中入统企业达
191 家。在发展楼宇经济方面，大
同引进京东物流特色楼宇，太原小
店区荣列 2023 年度中国楼宇经济
标杆城区 30强。

培育 3500家
创新型中小企业

工作专班制定印发了《2023年经营主体提升年行动
计划》，组织开展“六大提升行动”。

具体为：推动“个转企”，在大同、运城开展试点，“真
金白银”给予奖励，截至 9 月底，“个转企”已达 1291 户。
推动“小升规”，制定规上工业企业净增方案，全省规下重
点企业培育库收录企业 1645户。推动“规改股”，组织申
报中小微企业规范化股份制改造奖励资金，持续开展强
化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累计培育“规改股”1895家。推动

“股上市”，积极推荐我省 146 户中小企业进入上市后备
企业资源库。培育“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全省累计
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 35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287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39家。

此外，在优化涉企服务方面，重点选取 50 件高频政
务服务事项，编制集成服务办理标准，全面深化“一件事
一次办”。209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省市两级及 30%左右的县（市、区）实现政务服务超市

“7×24 小时不打烊”。上线运行全省统一的涉企政策服
务平台，实现涉企政策发布、匹配、精准推送“一站式”管
理。截至 9月底，平台共发布各类涉企政策 2703条，上架
可申报、可享受奖补事项 406项。

促进经营主体
发展56项奖补落地

10月 10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加快转型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十六场发布会，同时也是建设经营主体集聚平台专场发布会。会上获悉，通
过综合发力、同向发力，全省经营主体发展整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1—9月份，新登记经营主体达68.8万户。截至9月底，我省经营主体总量达429.1万户，全省
企业数达118万户。每千人拥有企业数为33.78户，高于去年同期28.92户，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涉税经营主体达210.83万户，同比增长2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