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路行业工程设计专业甲级资质公路行业工程设计专业甲级资质

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工程测量）专业甲级资质

电话电话：：03510351--71271887127188 公司地址公司地址：：太原市综改区佳华街太原市综改区佳华街66号号

山西路恒交通勘察设计公司山西路恒交通勘察设计公司

山西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4-0008 国内邮发代号21-35

本报网址：www.sxjjb.cn 投稿邮箱:sxjjrb@sxjjrb.com 新闻热线：0351-4660801 4660816

山西经济日报
山西综合经济新闻主流媒体

今日8版 总第10285期 2020年11月 3
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星期二

微
信
公
众
号

晋
品
财
经

征
订
二
维
码

山
西
经
济
日
报

新
浪
微
博

山
西
经
济
日
报

官
方
微
信

山
西
经
济
日
报

总 编 辑：屈建龙
值班总编：赵冰峰 法律顾问：党宇红
白班值班主任：贾红雨 版式总监：侯海宏
责编·组版：阿敏 校对：小姚

地址：太原市水西关街26号 邮编：030002
广告热线：4660888 4660881
发行热线：4660998
新媒体中心热线：4660966 4660833

广告经营许可证 晋工商广字00-034号
印刷：山西日报传媒（集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单位地址：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康寿街19号
定价：全年360元 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5元

微
信
公
众
号

山
西
布
政
官

本报太原 11月 2日讯（记者
王佳丽）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
近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
前三季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5549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30 元，增长 4.2%，比上半年 2.5%
的增速加快1.7个百分点。四大项
收入呈现“三增一降”态势。

工资性收入小幅增长。全省城
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4779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400元，增长2.8%。与
上半年增速（2.0%）相比，加快0.8个百
分点，与上年同期增速（5.5%）相比，回
落2.7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对可支
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8.9%，拉动
2020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1.6个百分点。

经营净收入呈现下降态势。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217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51元，下
降6.5%。与上半年降幅（-8.9%）相
比，收窄2.4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
增速（10.5%）相比，回落 17 个百分
点。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
重为8.5%，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

献率为-14.7%，拉低 2020 年前三季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0.6
个百分点。

财产净收入较快增长。全省城
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1911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128元，增长7.2%。与
上半年增速（4.7%）相比，加快2.5个
百分点，与上年同期增速（4.6%）比
较，加快2.6个百分点。财产净收入
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7.5%，对可支配
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12.4%，拉动
2020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0.5个百分点。

转移净收入快速增长。全省城
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 6681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653 元 ，增 长
10.8%。与上半年增速（6.9%）相比，
加快3.9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增速
（8.4%）比较，加快2.4个百分点。转
移 净 收 入 占 可 支 配 收 入 比 重 为
26.2%，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
为63.4%，在“四大项收入”中对可支
配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拉动 2020
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2.7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549元
四大项收入呈现“三增一降”态势

本报太原 11 月 2 日讯（记者
张剑雯）记者日前从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为更好地服务企业、第三方核
查复查机构及基层生态环境部门，
规范开展碳排放核查复查工作及进
一步提升重点排放企业参与全国碳
交易的基础能力，省生态环境厅在
总结历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制
了《山西省2020年碳排放核查复查
工作手册》（以下简称《工作手册》）。

碳排放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
的有效手段，是推动低碳经济转型
的重要政策工具。重点企业碳排放
报告是企业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履
约的主要依据，碳排放报告核查复
查工作是确保碳排放报告数据准确
的重要手段。《工作手册》将发放至
我省碳排放重点行业企业、核查复
查机构和基层生态环境部门。

为提升企业参与碳交易的基础能力

《山西省2020年碳排放核查复查工作手册》出炉

位于榆次区北田镇梁坪村、南
流村一带的得天缘高档商品猪循环
经济园区项目，通过大量流转农村
集体非承包耕地、“四荒地”等土地
资源，已成为绿色循环经济和现代
农业相结合的标准化、现代化、智能
化生猪养殖项目。

在太谷区范村镇西曲河村，昔
日的荒山荒沟被晋中市本土企业田
森集团投资1137万元，集中流转土
地 500 余亩，建起全国首创的旱垣
温室大棚园区，为晋中推进有机旱
作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作出积
极探索。

……
如今在晋中，以往没人“搭理”

的“四荒地”渐渐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新天地。

10 月 11 日至 12 日，2020 年中
国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盛大开幕，
来自全国“三农”领域的引领者、研

究者、实践者再次相聚晋中市太谷
区阳邑小镇，共谋“三农”发展，共话
乡村振兴，共议农村改革。

10月11日，全国农业生产托管
工作推进会在晋中市召开，从这里
首创的“五地一产”入市改革再一次
受到与会嘉宾的关注与肯定。

同一时间段，国家级的两大农
业盛会在晋中召开，足以可见晋中
市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
的力度与成效。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好、推进
好、实现好这一重大战略，突破口在
哪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晋中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发出了
以推进农村集体非承包耕地、林地、

“四荒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
基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五地一产”
入市改革的动员令。

半年来的生动实践和明显成

效，充分证明“五地一产”入市改革是
牵动“三农”全局的战略性举措、纲举
目张的战略支点，其巨大作用在于
推动晋中农业农村发生着历史性、
革命性的变革。通过实施“五地一
产”入市改革，这里的农村资源长期
闲置、低效利用、非法占用“净流失”
向工商资本开发利用、促进保值增
值“大回流”转变；农村生产关系由

“分”强“统”弱向“统分结合”“统”的
作用加快释放转变；农民由分散经
营与市场脱节向适应市场、从供给
侧发力转变；农业由传统耕作向现
代农业转变；村集体经济实力明显
增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进一步
夯实，一些村支“两委”由软弱涣散向

“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转变。
截至目前，晋中市共引进社会

资本几百亿元，引入企业1745个，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7.2万人，带动集体
增收 9.1 亿元、农民增收 8.2 亿元。
今年，该市先后两次举办农村“五地
一产”入市改革项目推介会，23个优
质“五地一产”项目吸引了136亿元

的投资，农民收入、集体资产显著提
升，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夯
实，乡村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为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基础。

山西省委对晋中“五地一产”入
市改革始终高度重视、大力支持，省
委深改委第二十三次会议对晋中

“五地一产”入市改革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认为改革目标方向正确、改
革思路清晰、制度设计可行、政策集
成有效、推进措施稳妥，为我省在转
型综改上率先作出了示范，要求晋
中市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坚守底线、
严控红线，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
先行先试，有效盘活农村集体资源
资产，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立足新起点、着眼新格局、开启
新征程、拓展新境界，按照省委要
求，晋中市将对“五地一产”入市改
革再认识、再谋划、再推进，当好“排
头兵”“突击队”“急先锋”，在不断推
进农业农村实现革命性变革、加快

“三农”高质量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
一条新路来。

晋中：“五地一产”入市改革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本报记者 郝光明

本报太原 11 月 2 日讯（记者
王佳丽）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
近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 年
前三季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961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96
元，增长6.6%，与上半年（3.1%）相比，
增速加快 3.5 个百分点，与一季度
（-0.1%）相比，增速加快6.7个百分
点。从收入构成看，四大项收入呈现

“三升一降”态势。
工资性收入微幅增长。前三季

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462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0元，增长
1.5%。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48.1%，
比上年同期缩小2.4个百分点，对可
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1.7%，拉
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0.8
个百分点。

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前三季
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239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5元，增长

9.9%。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24.9%，
比上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对可
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6.1%，拉
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4
个百分点。

财产净收入下降较快。前三季
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
14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
7.4%。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5%，比
上年同期缩小0.2个百分点，对可支配
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拉低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1个百分点。

转移净收入较大幅度增长。前
三季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
入为246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2元，
增长 15.1%。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
25.6%，比上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
点，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54%，在“四大收入”中对可支配收入
增长的贡献最大，拉动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
比上年同期增加596元

三晋聚焦

山西经济网是山西经济日报社
主管主办的主流新闻网站，成立于
2010 年，域名为（http://www.sxjjb.
cn/），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证号：
14120190022；晋ICP备11001212号；
晋公网安备14010602060123号。

近 日 ，发 现 域 名 为（http://
www.sxsjj.com.cn）、（http://www.
sx.beijingce.com/）的网站，冒用“山

西经济网”的名义从事互联网新闻
服务和经营活动。我社正式声明，
上述网站的一切活动与我社及我社
主办的山西经济网无关，正告上述
网站停止冒用山西经济网名义从事
服务和经营活动的行为，我社将保
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山西经济日报社
2020年11月2日

声 明

数字经济

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峡谷交汇处的云丘山，峰峦叠翠、景色秀丽。金秋时节，云丘山的柿子熟了，漫山的柿子像喜庆的灯笼挂满了山坡，摆满了庭院。
柿子的丰收，为村民带来一笔很大的收入。云丘山景区结合当地特点，每年都举办“喜迎金秋，云丘盛柿”等众多精彩纷呈的活动。

本报记者 王 昕 摄

柿子丰收了
村民富裕了

图片新闻

金黄的柿子摆满了庭院金黄的柿子摆满了庭院。。 村民在晾晒柿子皮村民在晾晒柿子皮。。

村民挑选柿子制作柿饼村民挑选柿子制作柿饼。。

本报太原11月2日讯 11月2
日，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
楼阳生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
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林武，省领导
王拥军、罗清宇、胡玉亭、曲孝丽、王
一新、贺天才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
意见，听取国资国企改革、首届集成
电路和软件业峰会签约项目推进情
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建设现代流通体系
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委第八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聚焦新发展格局，落实好中央

关于建设现代流通体系这一重要战
略任务。要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
系，进一步强化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意识，完善市场机制，培育壮大
现代流通企业，发展流通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高水平推动现代物流
全产业链发展。要强化要素政策支
持，强化金融服务，统筹推进硬件和
软件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
高效的物流网络。要着眼深度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认真研究谋划，补
齐短板弱项，拿出实招硬招，编制好
我省“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力求指导性操作性和项目化的有机
结合。

会议指出，全省国资国企改革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取向，着力从根
上改、制上破、治上立，全方位深化
重点领域改革，推动我省国资国企

改革实现重大突破，为转型综改提
供了强力支撑。以晋能控股集团成
立为标志，省属国有企业战略性优
化重组基本收官。会议强调，要深
入推进省属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
大，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在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中的重要
作用。要以效益为中心，向管理要
效率，向科技要效益，不断提高全员
劳动生产率。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深化内部机制改革，健全现
代企业制度，加快企业治理现代化，
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推动省属
国企在转型发展中激发更强活力、
培育核心竞争力。

会议指出，晋阳湖·首届集成
电路和软件业峰会的成功举办，标
志着我省把信创产业发展作为战
略工程、一号工程取得积极成果，

进入快车道。各有关部门强化协
同推进、跟踪服务机制，签约项目
落地前期工作加快推进，部分项目
开工建设、实现运营。要乘势而
上，跟进招商、以商招商、以企招
商、以才招商，巩固发展我省信创
产业发展良好态势。要主动服务、
强化保障，狠抓签约项目落地，上
中下游一体、产学研贯通，充分发
挥核心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打造
产业集群、厚植产业生态。要进一
步强化研发、人才政策支持，为科
学家、企业家以及各类人才在山西
创新创业提供一流环境，加快把山
西打造成为信创、半导体、软件技
术研发和产业发展高地。

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

楼阳生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楼阳生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林武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