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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 11 月 1 日讯（记者
王佳丽）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调
查数据显示，9月份我省CPI同比上涨
2.2%，涨幅较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

9月份我省居民消费八大类商品
和服务项目价格同比呈“四升四降”态
势。医疗保健价格上涨9.2%，食品烟
酒价格上涨6.4%，其他用品和服务价
格上涨3.2%，衣着价格上涨0.2%，生
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0.2%，居住价
格下降0.7%，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下

降0.8%，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3.6%。
据分析，猪肉价格涨幅回落是9

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重要因素。9
月份我省猪肉价格同比上涨31.7%，
涨幅较上月大幅回落 31.0 个百分
点，拉动 CPI 上涨约 1.08 个百分
点。此外，由于疫情影响和商场促
销活动增多，9月份大部分新款秋装
上市价格折扣力度甚于往年，价格
基本与去年同期水平接近，导致衣
着价格涨幅回落明显。

9月份我省CPI同比上涨2.2%
涨幅较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

本报太原 11 月 1 日讯（记者
王媛）今天上午，由省委宣传部指
导，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山西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
山西省华夏炎帝文化基金会联合主
办的第二届全国炎黄文化论坛在太
原举行。此次论坛旨在进一步挖掘
炎黄文化的时代价值，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我国经济
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炎帝文化研究会等高校和科研
单位的专家学者140余人济济一堂，
共同研讨炎黄文化。

论坛以“弘扬炎黄文化，实现民

族复兴”为主题，设立主旨演讲和分
组讨论环节。与会的专家学者分别
围绕山西在中华文明起源上的地位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黄河文
化、太行山历史地理人文、山西的文
旅融合开发先后发表了精彩演讲。

本届论坛规格高、影响大，学术
性强、成果丰富、参与广泛，集中体
现了炎黄文化、根祖文化、黄河文化
及其当代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将
对建设国家级文化平台，共建炎黄
文化国家品牌发挥重大推动作用；
对我省保护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
资源，推动游山西读历史活动，全方
位打造文旅强省提供有益借鉴；并
对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

弘扬传统优秀文化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第二届全国炎黄文化论坛在太原举行

上周，全省高校党委书记专业化
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北京开班，这
也是我省多年来首次将高校党委书
记集中起来进行高端专题培训。

毫无疑问，这是落实新时代高等
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在给山西高校
党委书记“加油充电”的同时，也为山
西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蓄积正能量。

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
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
潜力的重要标志。办好高等教育，事
关国家未来，事关民族兴衰。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方向涉及根

本、关系全局、决定长远。在我国，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法律确立
的高校领导体制，这也就决定了高校
党委书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头雁”
地位，起着关键作用，负有全面责任。

当下的山西，正处于转型发展的
关键时期。我省对高等教育的需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
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强烈。各高校党委书记
作为推进我省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
量内涵式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全省转
型发展总体布局中肩负着重要责任。

此次的高端专题培训，将会让我
省的高校党委书记深刻认识当前山西
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寻找差

距，对标一流，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
等教育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楼阳生对
全省高校提出的“六个要求”落到实处，
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勇于担当使命，
找准当前与长远相结合的发力点，当好

“施工队长”，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要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的办
学方向，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
风，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推进教育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去，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同时，在他们的带头作用下，打
造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能胜的“施工队伍”。从实际出发，适
应市场需求，推动高等教育改革，让

各自高校定位更加合理，走差别化发
展之路，办出特色，加快推进一流学
科建设，努力形成支撑山西长远发展
的一流学科体系，推动全省高水平大
学建设，力争进入高等教育强省行
列，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届时，全省的高等教育不仅能传
授知识、培养能力，还能提高受教者的
政治素质，从而成为山西人才聚集的
战略高地、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担负
着夯实创新基础、提供高精尖人才。

我们也相信，从这些学校走出来
的年轻一代不仅具有较高的科学文
化水平，而且还具备较高的政治素
养，成为推动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的
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撑。

蓄积正能量 为转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贠娟绸

本报太原11月1日讯（首席记
者 齐泽萍）10 月 29 日，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联合省能源局在太原组织
召开了山西省地方标准《智能煤矿
建设规范》宣贯大会，对《智能煤矿
建设规范》地方标准进行宣传推广、
贯彻落实，更好地指导我省煤矿行
业开展智能化改造工作。

会议指出，煤矿智能化是煤炭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术支撑，《智能
煤矿建设规范》的发布在我省煤矿智

能化建设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下一步，我省将组建智能煤机装备产
业技术联盟，大力发展煤机智能装备
制造业，重点提升煤矿机器人新装备
产学研用水平，全面助力我省能源革
命工作。中煤科工集团智能矿山有
限公司对标准进行了宣贯解读，塔山
煤矿、高河能源分别就智能矿山和智
能综采工作面建设进行了典型案例
分享，中国矿大原副校长孙继平教授
就煤矿智能化建设作了专题汇报。

我省宣传贯彻《智能煤矿建设规范》
以更好指导煤矿行业智能化改造

本报太原 11 月 1 日讯（记者
张剑雯）近日，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9月份，全省快递服务企
业业务量完成5528.79万件，同比增
长52.40%；业务收入完成6.61亿元，
同比增长45.71%。

据统计，9月份全省邮政行业业
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
营业收入）完成9.68亿元，同比增长
29.9%；业务总量完成 14.1 亿元，同
比增长38.26%。邮政服务业务总量

完成 3.21 亿元，同比增长 6.67%；邮
政寄递服务业务量完成 5266.77 万
件，同比增长 1.37%；邮政寄递服务
业务收入完成 0.42 亿元，同比增长
20.59%。

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中，同城业
务量完成 586.01 万件，同比增长
32.43%；异地业务量完成4940.45万
件，同比增长55.36%；国际及港澳台
业务量完成 2.34 万件，同比降低
56.33%。

9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2.40%
异地业务量同比增长55.36%

本报太原 11 月 1 日讯（记者
王佳丽 通讯员 张舰）记者日前
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我省将大力
推广高平市低效用地再开发经验，
确保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稳妥有序
推进。

据了解，近年来，高平市牢固树
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实
施“多规合一”，深化农村耕地、林地、
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扩展“一
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成果，优化国土

空间格局，加快盘活各类土地资
源。该市不断完善低效用地再开发
程序，探索出旧厂利用型、旧城改造
型、社区提升型、文脉传承型、公益
服务型、产业升级型、城市提升型和
清理整顿型8种再开发模式，初步实
现了土地要素保障从“依赖新增”向

“盘活存量”转变，促进了城市、产
业、生态、人文的有机融合。目前，
该市3316亩城镇低效用地已盘活处
置2420亩，约占总量的73%。

我省推广高平市低效用地再开发经验
初步实现土地要素保障从“依赖新增”向“盘活存量”转变

山西经济运行三季报——金融篇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GDP同比
增长1.3%，较上半年回升2.7个百分
点，累计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在前
三季度，我省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4.8%。正是各金融机构统筹推进金
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给社会经济发展注入资金活力，
才有了整体数据的由负转正。

多项指标连创新高

10月27日，人民银行太原中心
支行召开了 2020 年三季度山西省
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
会上了解到，前三季度，山西省社会
融资规模、贷款和存款增量再创历
年同期新高，在信贷供给总量明显
增长的同时，信贷支持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显著增强。

人行太原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任桂花处长表示，前三季度，我省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 4106.3 亿元，较上
年同期多增494.1亿元，增量继一季
度和上半年连创新高后再创历史同
期新高。各项贷款增量也继续创历
年同期新高，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复
苏成效明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增
长持续加快，信贷期限结构更趋优
化，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长期稳定发
展。而且，从支持方式看，全省企业
信用贷款占比继续提升，占全部企业
贷款增量的65.5%；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余额较年初增加99.3亿元，占小
微企业贷款增量的32.8%，可见，金
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力度加大。

金融活水持续精准“滴灌”薄弱
环节，普惠性进一步增强。前三季
度，全省普惠小微贷款是上年同期
增量的1.3倍，共支持了50.3万户普
惠小微经营主体，较年初增加3.9万
户，新增户数是一季度的10.3倍。

我省金融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服务业、制造业和传统行业复工
复产的力度加大，着重表现在金融
助力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加快
恢复生产；金融助力教育、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恢复经营，上述四个行
业贷款余额增量是上年同期的 5.1
倍；金融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3.8亿元，
实现本年度以来首次多增。9月份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量是上年同期
的3.1倍。金融助力传统行业加快
达产达效，9 月末，全省采矿业、电
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贷款
余额增量是上年同期的8.8倍。

各项存款增量也再创历史同期
新高，山西辖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
稳定充裕。

市场融资保持优势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前三季
度，我省市场融资势头强劲，债券融
资优势继续保持。

人行太原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
处长范广明介绍，该行在全省建立
复工复产企业债券融资对接工作机
制，梳理符合发债条件的企业名单，
扎实推进企业债券融资。前三季
度，全省企业累计通过债券市场融
资 2081.6 亿元，居全国第 10 位，平
均利率为3.8%左右，为企业节约财

务成本约37.26亿元。同时，我省坚
持多渠道补充地方法人银行资本，
推动地方法人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
行二级资本债 3 亿元，增强了资本
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我省非金融企业股票净融资
18.6 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的 0.5%。 （下转第2版）

货币金融环境适宜 多项指标连创新高
本报首席记者 崔晓农

今年的经济运行，绕不开疫情
影响。

我省前三季度的金融运行，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交出一份亮眼
答卷：社会融资规模、贷款和存款
增量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在信贷供
给总量明显增长的同时，信贷支持
针对性和有效性显著增强。特别
是企业债券融资累计2081.6亿元，
居全国第10位，对山西这样的省份
来说，着实不易。

连创新高的背后是什么？是
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共同
努力奋斗。全省各级各部门密集
推出多方面“六稳”“六保”措施，作
为经济运行血脉的金融机构也不
甘落后，纷纷加大对实体经济扶持
力度。作为央行分支机构的人行
太原中心支行充分运用政策工具，
加强窗口指导，在保持信贷总量合
理增长的基础上，围绕经济转型发
展，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融资支持。
前三季度，全省转型综改领域各项
贷款同比增长8.87%。该行组织开

展首贷培植提质、应收账款融资增
量、创业担保贷款扩面、制造业融
资增效等“纾困惠企五大专项行
动”，确保各项逆周期调节政策措
施在全省落地生效。前三季度，全
省普惠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首贷
率为 40%，全省中小微企业通过应
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累计融资
231.53亿元。创业担保贷款同比增
长125.41%。我省围绕“专、精、特、
新”建立了保市场主体信息库，企
业授信满足率达75%。

今年以来，我省银行业金融机
构开展“线上+线下”银企对接活动
316场次，走访对接企业30288家。

所以，金融数据的背后，是大
家的团结奋斗苦干实干。而连创
新高的金融数据之后，实体经济和
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指日可
待。经济运行血脉活跃有力，经济
肌体健康强健为时不远。

金融指标为何连创新高？
崔晓农

短 评

每周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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