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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筹解决当前我省科技研发人员总量不足、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偏低、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等问题，
围绕《山西省“十四五”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实施创新驱
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规划》目标，近日我省出台

《山西省科技研发人员倍增计划行动方案》。
我省将大力实施科技研发人员倍增计划，促进科

技研发人员数量大幅增长。力争到“十四五”末，全省
每万名劳动力（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年均增速 20%
以上，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大力引育高层次创新人才。我省将进一步实施省
级重点人才工程，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
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植数量众多的青
年科技人才队伍，实现我省高层次人才数量大幅增
加。加强科技人才创新团队建设，聚焦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设立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专项资金，通过
重点培育、重点支持、重点建设，助力人才团队做大做
强，到 2025年建设 200个高层次人才团队；依托高校科
研人员、科研平台、科研成果资源优势，努力培养、集聚
一批高层次科研人才。加快高端创新平台建设，聚焦
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围绕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布局建设一流创新平台，构建创新发展新高地；
力争到 2025年认定新型研发机构 500家，引进一流创
新人才和团队，集聚科研人员 10000名，打造一批覆盖
科技创新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的高水平创新平台。
推进科技型企业倍增提质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增”行动计
划，到 2025 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达到 10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5000家，推动 100家高新技术企
业成为全球知名、全国有影响力的高科技领军企业。
加强创新型企业家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具有新晋商特
色的创新型企业家队伍。加强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
伍建设，到 2025年，全省博士后“两站”达到 100个。加
强卫生医疗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实施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建设，深入推进“136”兴医工程，持续推进“四个
一批”科技兴医创新计划，拓宽医疗科技人才整合新路
径。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农业科研领军
人才，打造一流国家农高区，引导各类农业领域领军人
才、一流运营团队向重点人才平台汇聚，建设现代农业
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鼓励
和支持科研人员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承担
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提升科研人员学术水平和
科研实力。

为大力支持科技人员开展研发工作，我省将增加
科研经费投入，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实行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落实科研人才工资分配激励
机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对科技成果转化贡献突出
的团队及人员大力奖补。支持事业单位将职务科技成
果转化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鼓励企业对关键
核心人才实施股权激励和分红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措
施。支持科研机构对优秀青年科研人员设立青年科学
家、特别研究员等岗位，在科研条件、收入待遇、继续教
育等方面给予必要保障。

（沈佳）
据《山西日报》

11月 20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优化调整用人单位
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流
程，实行用人单位和个人自行向税务部
门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

目前，我省社会保险费采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部门核定应缴费
额再推送税务部门征收费款的方式，业
务流程长，涉及部门多。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
服务水平，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我省决定优化调整社会保险费申报
缴纳流程，实行用人单位和个人自行向

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
此次实行自行申报主要是针对缴纳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费（含生育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失业保
险费以及其他补充社会保险、机关事业
单位职业年金的用人单位及职工；以及
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费（含大病保险）的灵活就业
人员。

实行自行申报后，用人单位和职工
的参保登记、权益记录、待遇支付等业务
仍按照现有流程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部门申请办理。用人单位继续
按照现行缴费基数计算方式向税务部门
申请办理缴费工资申报和调整业务，缴
费基数仍根据用人单位申报的缴费工资
和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确定，用人单位
应于每月 1日至 25日（节假日不顺延）申
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额（可以对申报
信息进行修改、补充），通过税务部门提
供的渠道缴纳社会保险费。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年（季、月）自
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按
照规定自行申报缴费基数，确认应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额，按照现行缴费渠道，在

规定的期限内自愿缴纳社会保险费。
目前，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

理客户端和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政
务服务厅税务窗口等渠道申报缴费；灵
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微信、银行渠道（云
缴 费 APP、协 作 银 行 手 机 APP、银 联 扫
码）、云闪付 APP、支付宝、电子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政务服务厅办税窗口办理
申报缴费。总体上，实行自行申报后，申
报缴费的便利性不受影响，同时因环节
减少、渠道增加，办理申报缴费业务更加
便捷高效。 （武佳）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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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优化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流程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发展现代设
施农业的指导意见》《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
提出聚焦现代设施园艺、设施畜牧、设施渔业、
仓储冷链物流和粮食烘干设施五大领域，深入
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

《方案》提出，到 2025年，全省现代设施农业
规模进一步扩大，区域布局更加合理，稳产保供
能力显著提升，新发展设施蔬菜 17万亩，产量占
蔬菜总产量比重提升到 35%；新增设施水果面积
28万亩，设施水果产量占到水果总产量的 6%；畜
牧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78%，设施水产品产量占水
产品养殖总产量比重达到 77%；农产品产地冷链
集配中心 38个以上；粮食烘干能力达到 40%；设
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
科技装备条件显著改善，设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与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67%和 50%。

《方案》提出，以稳产能抓改造为重点，推进
设施园艺提档升级；以转方式提效率为重点，稳
定优化设施畜牧布局；以扩产能调结构为重点，
拓展现代设施渔业空间；以补短板强支撑为重
点，完善仓储冷链物流及烘干加工设施。重点
实施新建设施园艺项目、现代设施农业改造提
升项目、盐碱地现代设施园艺建设工程、现代设
施集约化育苗中心（场）建设项目、立体多层规
模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等 13类项目。

《方案》提出，要加强政策支持与要素保障，从
加强财政投入保障、金融创新支持、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加强社会化服务保障、科技和装备支撑、落
实用地用电保障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助力设施农业
实现大的发展。以山西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

（2023—2030）总规划和“设施园艺、设施畜牧、设
施渔业、冷链集配、粮食烘干”5个分规划为指引；
以“设施园艺、设施畜牧、设施渔业、冷链集配、粮
食烘干”5个专项提升行动方案为抓手；以“菜篮
子”为重点、打造特优农产品保供样板，以“果盘
子”为重点、打造设施果业增收样板，以晋中国家
农高区（太谷国家科创中心）为依托、重点打造高
新技术引领样板；建立健全猪、鸡、牛、羊、果、菜、
渔、冷链等 8项设施建设标准。实施省级“5个 1”
重点工程：到 2030年发展 100万亩设施园艺、发展
1000个大型畜禽养殖场、发展 100个现代设施渔
业养殖场、发展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库容 100万吨、
提高粮食烘干能力10%。 （王秀娟）

据《山西日报》

11月 20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山西
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印发。我省要求，以黄河流域为主战场，以基
本消除面积较大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黑臭水体
为重点，加快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清零。到 2025年
年底，我省纳入国家监管范畴的196条农村黑臭水
体将全部实现“长治久清”，纳入省级监管范畴的
现有344条农村黑臭水体基本完成整治。

《计划》要求，以推动解决老百姓房前屋后
的恶臭问题为刚性要求，聚焦黑臭污染成因，一
水一策、精准发力，不断巩固治理成效。坚持标
本兼治。统筹岸上—岸边—水里，以控源截污
为根本，系统推进生活污水、垃圾、养殖、种植、
工业、内源等污染治理工程建设，以及农村水体
长效监管机制建设，监管并重，在解决黑臭污染
问题的同时确保水体“长治久清”。

对于垃圾坑、粪污塘、废弃鱼塘等淤积严重
或存在翻泥、冒泡现象的黑臭水体，或已采取控
源截污措施消除外源污染后仍存在黑臭的水

体，各市县要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合理制定清淤
疏浚方案，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开展清淤，禁止
向农用地排放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
对于实施并完成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措施后，确
因无水源而导致水体消亡的，应进一步核实原
水体是否具有防洪、排涝、灌溉等功能，若无相
关功能，在取得水利、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同意
后，可采取覆土填埋方式用于其他建设。

在外源污染控制和内源污染消除的基础
上，根据水体的集雨、防洪、排涝、纳污、净化、生
态、景观等功能，鼓励采用退耕还林还湿、生态
护坡、生态缓冲带、适当硬质护岸等生态护岸手
段，以及搭配本土水生动植物、自然跌水等水生
态系统恢复与构建手段，恢复河道、池塘、沟渠
等农村水体的自然岸线和水岸生态空间，提高
污染拦截和自然净化功能，改善水体水质，提高
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促进农村水生态系统健
康良性发展。 （武佳）

据《山西晚报》

我省印发设施农业发展实施方案
到2025年，设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机械化率分别达到67%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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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条农村黑臭水体将实现“长治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