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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水乡风景区是国家 4A 级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

相辉映，天赐绝景与国之瑰宝珠联璧合。这里群山巍峨，绝壁对峙；高峡平湖，碧波荡

漾；杨柳依依，鸳鸯戏水，野鸭成群，是您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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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距离
第十二届中部博览会开幕第十二届中部博览会开幕还有还有 天2

今日关注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
坚工作，立足山西实际，按照‘五个
一批’精准扶贫路径，因地制宜组
织实施特色产业扶贫、培训就业扶
贫、生态补偿脱贫等八大工程二十
项行动，有力促进和带动了全省贫
困人口增收脱贫。”5 月 18 日，省政
府新闻办举行全省脱贫攻坚系列
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发布会，主题是
产业就业和生态扶贫，省扶贫办副
主任、新闻发言人张建成说，“今年
是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平稳转型的起步之年。下一步，我
们要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产业发
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根本之
举、长久之策。”

以产业扶贫促增收拔穷根

“围绕‘特’‘优’战略，实施产业
带动、产业增收、产业致富。全省58

个贫困县发展特色产业扶贫基地
10141个，7993个贫困村全部确立了

‘五有’产业扶贫机制，参与扶贫的龙
头企业 1563 个、合作社 43689 个，所
有贫困县均培育了 2-3 项脱贫主导
产业。培训贫困村致富带头人 3.56
万人、贫困人口 150 余万人次，有劳
动力的贫困人口均掌握了1－2项产
业技能。”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茹栋
梅介绍,“全省有127.7万贫困人口主
要靠特色产业带动增收脱贫……”

记者获悉，全省目前培育形成
了一批有价值、能复制、可推广的产
业扶贫典型，“五有”机制入选全国
产业扶贫十大机制创新典型，大同
云州区“黄花铺出扶贫黄金道”、平
顺县“药草飘香富万民”入选全国产
业扶贫范例，“三对三扶三分强”扶
贫模式入选全国农业企业产业扶贫
范例。

茹栋梅表示，下一步要全力巩固
拓展产业扶贫成果，扎实推进乡村产
业振兴，将依托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
产业集群、五大出口贸易平台建设，

提升脱贫产业发展质量水平。其中，
将重点抓好七个方面的工作：严格落
实“四个不摘”要求，继续落实各类帮
扶政策；实施特色种养业行动计划，
强化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发
展脱贫地区乡村优势产业，构建“点”

“线”“面”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树立
“项目为王”鲜明导向，选择超过 25
个重点项目，给予资金超过 5000 万
元支持；壮大产业“龙头”，对在脱贫
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建立原料加工基
地的企业进行重点倾斜；持续强化技
能服务，加强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
发挥产业技术专家组、科技特派员和
产业体系专家等专家队伍的作用；畅
通产销衔接，组织脱贫地区各类新型
经营主体参加展示展销活动，主攻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消费市
场，创新主播带货、网上主题销售等
活动。

让技能之花在扶贫一线绽放

“3 年前，我省开展全民技能提
升工程，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会’

建设，目前累计培训贫困劳动力63.4
万人次、带动务工就业91.8万人，打
造地方特色劳务品牌90多个。‘吕梁
山护工’‘天镇保姆’入选全国人社领
域精准扶贫典型案例。”张建成介绍。

省人社厅副厅长李浓说：“为促
进包括脱贫劳动力在内的广大劳动
者技能就业、技能增收，今年全省将
投入20亿元、培训200万人、新增持
证100万人、新就业100万人，其中，
全省计划培训脱贫劳动力 70 万人，
实现脱贫劳动力培训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为实现持证赋能、
就业增收。我省坚持把技能就业作
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硬任务、硬措
施、硬支撑，实施建档立卡、精准培
训、考核评价、发放证书、安置就业

“一条龙”推进，提高持证率、就业率、
增收率。

为此，李浓表示，在“十四五”起
步之年，省人社厅将实现培训任务精
细化、培训项目多样化、培训帮扶精
准化的工作目标。

（下转第3版）

多项专项扶贫工作创出山西特色，走出山西路径 ——

产业发展：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长久之策
本报记者 欧志强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
西省空气质量巩固提升 2021 年行
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我省空气
质量巩固提升目标是，坚决完成国
家下达我省的大气约束性指标。11
个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二氧化氮指
标全部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
级标准，二氧化硫指标全部达到一
级标准，综合指数在全国 168 个重
点城市中排名前移，其中太原市、临
汾市要力争全部退出后 10 位。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量较上年下降2％以上。实现
这个目标我省重点要做些什么呢？

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再发
力，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再提升

《计划》要求强化源头管控。除
同一企业内部进行的不新增产能的
技术改造项目外，设区市城市规划
区、县城规划区不再新布局包括产
能置换项目在内的钢铁（不含短流
程炼钢）、铸造（不含高端铸件）、水
泥、有色项目，区域内现有产能只减
不增。焦化行业在现有产能只减不
增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企业通过实
施产能置换，建设节能环保水平高
的大型先进项目。

继续推进城市建成区及周边重
污染企业搬迁退出，加快清理不符
合城市功能定位的污染企业，推进
重污染企业退城入园。加速淘汰退
出炭化室高度 4.3 米焦炉，未备案

“上大关小”大型焦化项目的炭化室
高度4.3米焦炉，加快通过产能减量
置换建设大机焦项目，稳步有序关
停淘汰。有序引导电弧炉短流程炼
钢发展，开展钢铁、水泥行业优化整
合和绿色转型升级。

严格执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制度，加快跨区域污染物削减
替代，位于太原及周边区域的建设
项目新增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只能从本区域内削减替代，不得跨
区域转入。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再提升，全
面完成钢铁联合企业超低排放改
造，启动独立焦化企业和水泥企业
超低排放改造。其中，焦化企业超
低排放改造于 2023 年底前全部完
成，2021年太原、晋中、吕梁、长治、
临汾、运城等市完成1－2家焦化企

业超低排放改造，2022年10月底前
太原及周边区域焦化企业率先完
成。以能源、冶金、焦化、建材、有
色、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
业为重点，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实施工业企业环境治理、管理
对标提升工程，筛选一批绿色示范
企业，引导企业对标先进。

优化清洁取暖路径，杜绝
“一刀切”

继续扩大清洁取暖覆盖面。大
同、朔州、忻州 3 市平原地区、川区
谷地力争散煤基本清零，农村地区
清洁取暖覆盖率力争达60％以上。
其他市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覆盖率力
争达70％以上。

优化清洁取暖路径，清洁取暖
要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振兴
工作有机结合，优先采取热电联产、
独立供热锅炉房等热源供热，鼓励
分布式供暖方式。用足用好我省煤
层气资源，因地制宜稳妥推进“煤改
气”工作。以生物质为燃料的取暖
设施须符合节能、环保相关要求。
杜绝“一刀切”，在清洁取暖工程不
到位的情况下，不得简单拆除群众

取暖设施、清缴采暖用煤，确保群众
温暖过冬。清洁取暖改造已完成的
区域，严格“禁煤区”散煤禁烧管
控。进一步排查清理未按规定时限
完成治理和淘汰任务的燃煤设施。
大同、朔州、忻州3市基本淘汰35蒸
吨以下燃煤锅炉。

初步建成“天地车人”机
动车排放监控系统

进一步扩大干线铁路运能供
给，全面推进煤炭（焦炭）、钢铁、电
力、水泥、煤化工等大型工矿区企业
以及大型物流园区、交易集散基地
新建或改扩建铁路专用线。年货运
量150万吨以上工业企业在完成铁
路专用线建设前，涉及公路运输的
车辆 2021 年必须达到国五及以上
标准，2022年起达到国六标准。初
步建成“天地车人”一体化机动车排
放监控系统，重点用车单位要规范
建设视频门禁系统，并与设区市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

加快推进重型柴油车升级。自
2021年7月1日起，全省范围全面实
施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禁止生
产、销售不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

柴油车（生产日期以机动车合格证上
传日期为准，销售日期以机动车销售
发票日期为准）。持续推进国三及以
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强
化在用重型运输车辆氮氧化物减
排，禁止使用超标排放的非道路移
动机械。

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扬尘整治
“六个百分之百”措施，推行“阳光施
工”“阳光运输”。关停设区市城市
规划区范围内的各类露天矿，开展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降尘量最
高值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的市
县要开展降尘专项整治。

围绕重点实施专项攻坚
行动

今年我省将开展以 PM2.5 和
O3 污染协同治理为重点，实施夏
季攻坚行动。以化工、焦化、工业
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汽
修喷烤漆等行业为重点，整治源
头替代。因企施策建设高效适宜
的治污设施，保证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设施的收集率、去除率、运行率和
达标率。

（下转第2版）

我省空气质量巩固提升在行动
本报记者 张剑雯

三晋聚焦

本报太原5月 18日讯（记者
王佳丽）记者今天从省自然资源厅
获悉，《山西省采矿权审批登记关联
事项合并办理的实施意见》已出
台。今后，我省采矿权审批登记将
实行“关联事项一并申请，并行审查
一次办结”模式，通过整合关联审批
登记事项、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理
流程、压减申报资料等措施，对采矿
权转让、采矿权变更、采矿权延续等
关联事项实现一次申报、合并审批
登记，进一步缩短时限、提高效率。

适用范围包括：转让人办理采
矿权转让登记时，受让人可以同时向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采矿权人变

更及其他变更登记。采矿许可证剩
余有效期不足六个月，申请转让及变
更登记的，可以同时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办理延续登记。人民法院将采
矿权拍卖或裁定给他人，申请人可依
法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采矿许可证剩余有效期不足六个月
的，可以同时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
理延续登记。未能提供采矿许可证
原件的，登记管理机关在其门户网站
公告作废声明满10个工作日后，核
发新的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剩
余有效期不足六个月，申请采矿权变
更登记的，可以同时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办理延续登记等。

关联事项一并申请 并行审查一次办结

我省开启采矿权审批登记新模式

本报太原5月18日讯（首席记
者 崔晓农）5 月 18 日，我省正式
开通企业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山西
省分中心作为全国5家企业信用报
告自助查询服务试点单位之一，5
月 18 日上线我省首个企业信用报
告自助查询点。即日起，我省有查
询企业信用报告需求的企业只需要
将被查询企业的“电子营业执照”下
载到手机上，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
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在征信查询服
务大厅扫描企业信用报告自助查询
机上的二维码，通过身份信息识别

后，即可办理，全程不到一分钟。
央行征信系统是由人行征信中

心运行维护、商业银行共同参与建
设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收集信贷信息最全、覆盖
范围和使用最广的信用信息数据
库。目前，征信系统已收录6092万
户企业及其他组织的信息，包含我
省121万户企业及其他组织。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省各级银
行已经建设108个信用报告人工查
询网点。去年，全省人民银行及各
接入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达 14
万笔。

打造多维度立体化征信查询渠道

我省开通企业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服务

本报太原5月18日讯（首席记
者 贠娟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5月16日，全省累计报告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 603.8 万剂次，覆盖
464.2 万人，其中超过 139.6 万人完
成 2 剂次疫苗接种。5 月 17 日，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公众：近
日，安徽省、辽宁省出现数个新增
本土个案，广大公众务必一如既往
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省疾控专家表示，对于有条件
接种疫苗的公众，一定要尽早去接
种疫苗。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疫苗
的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 100％，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公众仍需做好
勤洗手、科学戴口罩、注意咳嗽礼

仪、少聚集、文明用餐、遵守“一米
线”、常通风、做好清洁消毒、日常
保持房间整洁、保持厕所卫生、养
成健康生活方式等个人防护措施。

省疾控专家提醒公众，要关注
疫情风险等级变化，避免前往中高
风险地区。尽量避免出境和前往
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如确需前
往，到达目的地后应严格做好自我
防护措施，返晋后应及时主动向单
位、属地社区报告，并配合当地落
实相关防控措施，接受社区健康管
理。无论在哪里都要时刻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不麻痹，不松懈。
另外，从中风险地区返晋的人员建
议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省疾控中心提醒公众：

要一如既往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本报太原5月 18日讯（记者
王佳丽）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省能源局紧紧围绕“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总体要求，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进电力市场
化改革相结合，近日启动了全省电
力体制改革政策“下基层入企业”
宣贯活动。

此次活动以“讲政策、解困惑、
办实事、聚合力、促转型”为主题，
根据我省电力市场化改革有关政
策、现货市场相关方案规则体系及
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政策为主要
内容，畅通政策传递渠道，实现我
省电力市场化改革相关政策在全
省各级能源管理部门、电力行业组

织、各级电网企业、各发电集团及
下属企业、售电企业、各类型电力
用户全覆盖，采取从上至下层层宣
贯、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方式，充
分发挥地市能源局、电网企业、电
力行业协会和售电公司的作用，通
过视频、图片、培训等多种形式，改
变市场主体对电力行业供给模式
的传统认知，让所有市场成员了解
政策和市场规则、保障自身权益，
引导市场主体尽快适应现货市场
改革趋势，紧抓改革机遇谋发展，
提升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化改
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助推我省电
力行业产业升级，为实现“碳中和、
碳达峰”目标贡献山西力量。

下基层 入企业

全省电力体制改革政策宣贯活动启动

蓝天白云下的省城一角蓝天白云下的省城一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剑雯张剑雯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