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4日，记者从山西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为提高农业用水效
率，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日前
联合印发《全省推进农业节水增效
行动方案（2024—2027年）》，要对
雁门关、太行山、吕梁山、上党盆
地、汾河平原等区域分区布局。

要坚持节水优先方针，严格
落实“四水四定”要求，逐步实现
农业用水方式从粗放向精细化、
从浇地向浇作物、从水肥分离向
水肥一体转变。到 2025 年，全省
总灌溉面积达到 2356 万亩，农业
用水总量控制在 43 亿立方米之
内，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
升到 0.58。到 2027 年，全省总灌
溉面积达到 2476 万亩，农业用水
总量控制在 45 亿立方米之内，农
田 灌 溉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提 升 到
0.59。

要 对 雁 门 关 、太 行 山 、吕 梁
山、上党盆地、汾河平原等区域分
区布局。雁门关区域以农艺节水
和工程节水为主，重点解决自然

降水利用率低、耕地地力不高、春
季抗旱保苗等问题；太行山区域
以农艺节水为主，重点解决旱耕
地土层较薄、土壤蓄水保肥能力
差、水土流失等问题；吕梁山区域
以工程节水和农艺节水为主，重
点解决农田灌溉面积少、水土流
失等问题；上党盆地区域以农艺
节水为主，重点解决农田节水设
施不配套、农田养分失衡、土壤保
水保肥能力差等问题；汾河平原
区域以工程节水为主，重点解决
地表水利用不足、地下水超采严
重、水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

要持续推进农田工程节水、
大力推进农艺节水、扎实推进管
理节水。实施水源保障工程、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高标准农田建
设 工 程 、数 字 孪 生 灌 区 先 行 先
试。到 2027年，新增、恢复水浇地
240 万 亩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220 万
亩，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70万
亩，建设改造高标准农田 940万亩
以上，探索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

制的数字孪生灌区建设技术、方
法以及体制机制模式。

完 善 有 机 旱 作 农 业 技 术 体
系，统筹推进品种、结构节水，加
快技术示范推广。到 2027 年，建
设有机旱作农业生产基地 80万亩
以上；选育引进抗旱节水新品种
200个以上，累计推广抗旱节水品
种 240万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
面积 40 万亩，创建 4 个节水型灌
区、4个农业节水示范区和 14个抗
旱节水品种展示示范基地。同时，
建立水权制度，形成“水权到户、定
额管理、计量到口、管理到户”的精
准管水用水机制，到 2025年，大中
型灌区综合水价总体达到运行维
护成本；加强灌溉用水管理，到
2027年，灌区力争实现“用水总量
控制，定额管理”。同时强化农田
水利工程运行管护，积极落实工程
维修养护资金，做好工程管护，保
障工程良性运行。

（郭卫艳）
据《山西晚报》

连续 5 年在全国率先开展“免费法律咨询
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以下简称“惠
民工程”），今年将继续投入资金 3553 万元。4
月 15 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惠民工程”通
过全省 117 个县（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1300余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为
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为特殊群体提供法律
援助，不断实现公共法律服务范围覆盖城乡，供
给方式便捷高效。

“惠民工程”自 2019年实施以来，曾多次被
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工作内容主要在提供免费
法律咨询的基础上，聚焦农民工、残疾人、困难职
工等特殊群体法律服务需求，为特殊群体提供无
偿民事、刑事诉讼代理和刑事辩护等法律援助服
务。截至今年初，已累计投入 1.6亿余元，组织
4200余名专业法律服务人员，为群众提供免费
法律咨询 224万余人次，办结特殊群体法律援助
案件 3.9万余件，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大量法律
问题，有效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预防减
少了基层矛盾发生，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今年我省将继续投入资金 3553万元，通过
开展星级评定、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强品牌建
设、开展延伸服务等举措，全面推动“惠民工程”
提档升级。

开展星级评定。对工作成效明显、群众认
可的法律服务人员进行授星，授星情况将作为
法律服务人员评先评优的依据，同时探索授星
法律服务人员值班补贴梯级模式，充分调动法
律服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提升信息化水平。完善管理系统，升级“惠民
工程”管理软件，增加服务模块，实时动态掌握全
省咨询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各类数据。利用数据
库信息，优化法律服务人员库，对法律服务人员进
行动态管理，进优退劣，提升法律服务水平。

加强品牌建设。挖掘工作亮点，总结创新
做法，推广先进经验，树立典型示范，加强宣传
推广，讲好“惠民工程”故事，打造山西司法行政
服务民生的“金字招牌”。

开展延伸服务。依托晋中市司法局开展
“惠民工程”延伸服务试点，立足增强普法宣传
的针对性、提高风险预判的准确性、提升矛盾纠
纷化解的成功性三性目标，有效发挥“惠民工
程”在建设法治社会和助力基层治理中的积极
作用。 （杨文）

据《山西日报》

全面提升城市信用监测排名，在我省范围内，组织召开
城市信用监测排名专项工作会议，推动各设区市、县级市抓
好抓实城市信用监测排名提升工作，在政策、数据、业务指
导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全省城市信用监测排名全面提
升。加强各设区市、县级市信用工作监测。对纳入国家城
市信用监测排名的 11个设区市和 11个县级市进行机制化
监测，指导城市信用建设水平和排名全面提升，为创建全国
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夯实基础。同时，开展试点示范建
设。鼓励支持各设区设区市、县级市结合自身特色和工作
重点，开展各类信用示范创建工作，积极创建全国信用体系
建设示范区。

记者还了解到，我省将推进守信企业联合激励、信用数
据共享、信用标准和评价结果互认等重点工作，有效促进京
津冀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动发展，提升“信用京津冀晋”
品牌影响力。协同京津冀信用牵头部门联合举办大学生诚
信辩论大赛等活动，扩大诚信文化交流。

在实际操作中，持续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全面推行证明
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深化信用承诺和承
诺履行信息的应用。同时加大承诺履行信息向省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的归集力度。持续加强特定领域信用信息共享应
用，加强纳税、社保、不动产、水电气费缴纳、科技研发、知识
产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信用信息归集，推动公共信用信
息同金融信息的共享整合。 （张磊 王玉玮）

据《山西晚报》

医疗、教育、企业如何“信用+”

我省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方案出炉
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战略任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月15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先后发布了《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24
年行动计划》《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24年工作要点》，到2024年底，全省信
用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信用应用创新场景和产品持续丰富，信用服务高质量发
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民生成效进一步凸显，城市信用监测排名明显提升。

建立重点人群信用档案
据我省发布的《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024 年行动计

划》，今年，我省将继续提升信用数据质量。记者了解到，我省将
建立医师、护士、教师、律师等重点人群信用档案，完善自然人信
用信息库，与省人口库实现机制化共享，有效支撑信息应用。同
时完善全省企事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组织、法律服务机
构、会计事务所等法人主体信息库，并建立常态化更新机制。

我省将继续优化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数据治理功能，建立覆
盖信息归集、治理、分析、共享、应用等数据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
控和数据治理体系。加大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省融资信用服
务平台信息共享力度，推动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省政务服务一
体化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同时，推动信用报告嵌入各级
政务服务大厅终端，提供公共信用报告查询和打印服务。

探索实行“三书同达”
记者了解到，我省将探索实行信用修

复、信用异议与行政处罚“三书同达”。推
动各级各部门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信用异
议申请流程告知书》，主动告知失信主体该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政策和信用异议流
程等内容，引导和帮助失信主体纠正失信
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实现“信用中国（山
西）”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山西）各自产生的信用修复结果信息，数
据共享，结果互认。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合
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针对企业上市
需要出具的相关领域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
的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通过线
上线下获取专用报告，实现数据多跑路、企
业不跑路，为企业简化办事手续。

支持本地信用服务机构发展，提升信
用服务市场效能。鼓励本地具有发展潜力
的信用服务机构向县级以上社会信用工作
机构提供登记信息、业务开展信息、信用产
品等有关信息，作出信用承诺，并将上述信
息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主动公示。加强信
用服务市场监管和行业自律，促进信用服
务行业健康发展。

完善全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功能，推
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市级全覆盖，构建完
善全省融资信用一体化服务网络。提升省
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的数据处理能力，强化
全国信用融资服务平台省级节点功能，完
善信息归集和加工能力，提高数据可用性，
并实现与省级地方征信平台的数据交互共
享。推动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和金融机
构服务功能融合，推动各类金融惠企政策、
专项金融服务等接入平台，加快推进信用
保证基金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上使用，鼓
励各级平台与银行开展联合建模、创新信
用融资服务产品。

区域信用合作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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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推进农业节水增效行动方案（2024—2027年）》印发

到2025年全省总灌溉面积达2356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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