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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山西，就像一位历经沧
桑却又充满活力的智者，他身披丰富多
彩的文化锦衣，头戴厚重的历史桂冠，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山西就像一位热情好客的大厨，
端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面食佳肴，刀
削面、猫耳朵、剪刀面、莜面栲栳栳……
令人垂涎三尺。”

…………
5 月 8 日，在山西讯飞人工智能科

技公司的人工智能体验馆里，科大讯飞
星火认知大模型的快问快答，给记者留
下了深刻印象：在它“心里”，山西古老
又年轻，多元又宝藏，和它聊会天，不仅
能快速认识山西，更想走进山西。

自2022年落户太原以来，山西讯飞
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致力推动产业生态构
建，搭建创新平台：启动“科大讯飞AI星
火营生态计划”，将讯飞星火认知大模
型，乃至更多源头技术能力与平台服务，
开放给太原的开发者及生态合作伙伴，
加速推动太原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产
业生态建设；在太原成立首个城市级人
工智能开放平台，以云服务连通厂商、用
户与终端消费者，605项人工智能技术
免费向太原市开发者团队及创业团队开
放；助推太原市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成立，
让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在太原率先
应用。

这是新质生产力正在山西发力的
一个生动注脚。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只有做好
创新这篇“大文章”，方能推动新质生产
力加快发展。

位于清徐经济开发区的山西中科
美锦炭材料有限公司，利用玉米淀粉制
成电容炭，附加值提升了几十倍，打破
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

记者了解到，一吨玉米淀粉的价格
是 3000 多元，而用玉米淀粉制成的电
容炭，一吨的价格是20多万元，最贵时
一吨30万元。也就是说，依靠科技，玉
米淀粉也能“点石成金”。

“别人是生产，而我们是创造。”在
位于永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蓝科
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一豪言壮语背后，是企业对
自身技术优势的十足信心。

该负责人拿出了一卷他们生产的
锂电池隔膜，向记者介绍：“隔膜是锂电
池四大主材中科技含量最高、国产化最
晚的产品，技术壁垒较高。经过产品研
发和技术创新，我们成功突破了工信部

公布的‘卡脖子’技术。”
记者在同样位于永济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山西穿越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展示厅内看到，一块屏幕如同一条螺
旋抖动的彩带，可以让观众360度观看
屏幕上的各种高清晰画面。

“这块 0.02 平方米显示屏内集成
了57600多个发光体，我们成功突破了

‘卡脖子’关键技术，在产品比肩国外
一流厂商同类产品的基础上，还降低
了一半的生产成本，实现了投入产出
效益最大化。”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道。

传统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
础。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本身就是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之一，改造
提升形成的新动能又将大大加快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一双“大眼睛”，360度旋转、180度
仰视，谨慎地侦查着周边环境，进行着
数据采集、安全测评；一张“嘴巴”，可以
实现与集控后台的远程无线对讲，遇到
故障时能及时发出声光报警，最大限度
找出细微的安全隐患。

在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一矿，一个样貌奇特的“小黄人”——井
筒安全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岗了。

井筒内，“小黄人”正跟随罐笼上下
运行，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瞪着眼睛、
转动脖子，时不时停下来巡检，对关键
部位和可疑部件进行拍照采集、智能分
析。而在竖井绞车房内，技术人员正通
过后端监控屏幕观察分析“小黄人”的
所见所感，实时掌握设备的运行情况。

据介绍，一台“小黄人”工作 30 分
钟，能替代 3 名巡检人员工作 1 小时。
与传统的人工检查相比，“小黄人”工作
成效提高 5 至 6 倍，巡检精度可达 1 毫
米，准确率达99.99%。

走进晋能控股华越机械有限公司
支架制造厂铆焊工段，只见一排排焊接
机器人自动旋转着“手臂”，正在按照设
定好的程序和参数，围绕各类液压支架
的工件进行着精准焊接。眨眼间，焊接
机器人发出闪烁弧光，工件两个断面被
逐渐“缝合”。详细的参数、精密的设
备，让产品的加工精度和一致性得到了
进一步提升，依托智能装备、数字管理
支撑，华越机械公司产品成套化、数智
化、高端化特征愈加明显。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起点是“新”，
关键在“质”，落脚于“生产力”。

如今，在以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
发展新优势的道路上，山西正阔步前行。

山西：新质生产力锋芒初露
本报记者 王龙飞

在农村，黑臭水体主要来自生
活污水。以前，因缺少地下污水管
网，村民们把洗衣服、洗碗的污水都
泼洒在路上，污水排放全靠自然蒸
发。恣意倾倒的污水让农村的环境
变得又脏又乱，加强农村生活污水
收集处理，势在必行。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
农村厅联合出台的《关于学习践行

“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提出，2024 年至
2026 年，我省每年建设 300 个以上
精品示范村、2500个左右提档升级
村，加快补齐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短板。

设定目标，
治污后村庄实现“三个基本”

泽州县高都镇岭上村是第五
批中国传统村落、全省乡村振兴示
范村。村里有两处水塘，由于无人
管护乱排放，一度变成散发出阵阵
恶臭的污水池。

去年以来，岭上村以治理农村
黑臭水体为契机，综合采取控源截
污、清淤疏浚、水系连通、生态修复
等治理措施，使原来变黑的水塘重
现清澈。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改善农村水环境，助力乡村振
兴，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24 年，所有村全面开展环境整
治，扎实推进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和
农村改厕”。“完成50个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任务”，是今年省政府提出
要办好的15件民生实事之一。

根据《实施意见》安排，治理后
的村庄将实现“三个基本”，即基本
看不到污水横流，公共空间基本没
有生活污水乱倒乱排现象；基本闻
不到臭味，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基
本没有黑臭水体、臭水沟、臭水坑
等；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治理成

效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

因地制宜，
选择不同污水治理模式

不同于城市污水的集中处理，
农村生活污水存在排放点位分散、
排放随意、收集困难等治理难点。

灵石县的两渡产业园污水处理
厂项目覆盖了两渡镇和汾河沿线的
23个村。在配套管网建设完成后，
覆盖区域的所有生活污水全部由该
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处理后的中
水将全部作为生产用水提供给两渡
产业园内的企业，极大地减少企业
对地下水等水资源的使用。

在河津市，晋能控股山西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河津发电分公司对河
津市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的中水，
进行深度再处理，主要用于冷却塔
等设备。平均中水使用量达到1.2
万吨/天，不仅减少了黄河水的使用
量，还大大减少了向汾河排放的污
水量，可以说实现了环境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据悉，我省还出台相关政策，
要求因地制宜选择不同污水治理
模式，在常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
的村庄，与农村庭院经济和农业
绿色发展相结合，优先推行污水
资源化利用；对于距离城镇较近
且具备条件的村庄，则采取纳入
城镇污水管网的治理模式；而在
人口集中或相对集中的村庄，将
因地制宜建设相对集中式或集中
式处理设施。

立足长远，
健全污水治理长效机制

据了解，虽然去年太原市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48.8%，但仍
然存在各部门机构之间权责划分
不清等情况，导致出现污水处理不
能稳定达标、个别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程建成后长期“晒太阳”等问
题。今年，太原市持续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力争全市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超过50%。

生活污水的排放和处理是农
村群众的一大烦忧事。目前，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投入保障机制
不完善、市场化融资困难、监管机
制尚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

如何让污水处理站“建成一
个、运行一个、见效一个”？怎样才
能不让黑臭污水现象出现反弹？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强 调 ，各 县
（市、区）政府要对辖区内农村生
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
理负总责，推动建立县级政府主
导机制、法人主体建设运维机制、
行业部门监管机制、村民参与机
制等 4 个方面机制。生态环境部
门要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成效的评估监督，组织排查建立
并动态更新非正常运行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清单，督促地方政
府有序整改。

同时，我省还强化问责机制，
对存在突出问题的进行通报批评，
并在资金分配时进行扣减。对于
工作推进不力，导致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
战考核中被扣分，将按程序约谈
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对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显著的给
予通报表扬，选取优秀案例进行宣
传推广，在资金分配时予以倾斜
支持。

山西农村：污水变清流 乡村焕新颜
本报记者 张剑雯

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动能发展新动能培培育育 增增强强
本报太原5月14日讯（记

者 马永亮）近日，省委金融
办召开的金融业提质增效专
班调度会明确，金融业提质增
效专班各成员单位要采取更
加有效、更具针对性的措施，
合力攻坚全年金融业提质增
效目标任务，力争金融业各项
指标上半年实现“双过半”，为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会议提出，透彻分析核算
指标变化影响，在现有指标体
系和政策框架下，力争实现增
加值指标优化和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双赢。在LPR下行、息
差收窄等宏观政策下，努力发
挥金融管理部门作用，强化与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战略合作，
扩大优质项目培育范围，增加
银行项目储备，开展政银企对
接；进一步挖潜增效，强化对

金融机构的指导，提升资产负
债管理能力，优化存款付息成
本。多元化发展保函、保理、
投资银行等中间业务；加快拓
展养老金融、健康保险等业务
领域，积极扩大保险业务规
模。在推动增加值指标优化
的情况下，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效能。

同时，紧抓资本市场政策
利好、股市回暖的有利时机，
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服务功
能，继续巩固证券交易额稳定
增长态势。抓住扩大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
范围等重要政策机遇，推动保
险业务扩面提质，保持保费收
入稳定增长态势。用好国家
推动“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
施、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
三大工程建设等一系列宏观
政策，扩大信贷有效需求。

省委金融办召开的金融业提质增效专班调度会提出

力争金融业各项指标上半年实现“双过半”

本报太原5月14日讯（记
者 李若男）据太原海关统计，
今年 1—4 月，我省货物贸易
（下同）进出口实现613.6亿元
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
长29.6%。4月份，全省进出口
154.9亿元，增长29.4%。

各贸易方式都呈现较快
增长。1—4月，我省加工贸易
进 出 口 304.5 亿 元 ，增 长
44.2% ，占 全 省 外 贸 总 值 的
49.6%；一般贸易进出口 294.8
亿元，增长13.1%，占48%，比去
年同期下滑7个百分点。

从外贸主体看，外商投资
企业占比超4成。1—4月，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254.5 亿
元，增长45.4%，占全省外贸总

值的 41.5%，比去年同期增加
4.5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
口 187.7 亿元，增长 18.6%，占
30.6%，比去年同期下滑2.8个
百分点；国有企业进出口 171
亿元，增长22.3%，占27.9%，占
比减少1.7个百分点。

从活跃企业数量看，有进
出口实绩的企业达1404家，增
加5.1%，净增加68家。

主要贸易市场全部呈现
两位数上涨，对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进出口大幅增长。手
机、手机零件、轨道交通装备、
太阳能电池和煤炭是拉高出
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各类金
属矿砂、集成电路、煤炭是拉
动增长的主要因素。

前4月我省货贸进出口实现613.6亿元
同比增长29.6%

本报太原5月14日讯（实习记
者 宋烨）近日，省住建厅、省财政
厅、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联合发
布山西省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
告。2023年，全省有133.24万名缴存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464.76
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7.04万笔、
296.70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862.42
万平方米。

报告指出，截至2023年12月底，
全省11个公积金中心出台调整政策
60余项，分别从房屋套数认定标准、
存贷挂钩、最高贷款额等方面全面放
宽，以更好地满足职工购房贷款需
求。为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租房需
求，11个公积金中心实现了按需或按
月提取，7个公积金中心提高了最高提
取额度。2023年，全省租赁住房提取
人数达49.65万人，同比增长45.72%；
提 取 金 额 68.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1.27%。

我省在优化公积金政策、不断
提升资金使用效能的同时，还持续
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
金，扩大制度覆盖面。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省共有 7.05 万名灵活就
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 12.41 亿元，
为0.89万个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发放
住房公积金贷款 29.18 亿元，为 5.45
万名灵活就业人员提取住房公积
金2.28亿元。通过提取和发放公积
金贷款，为灵活就业人员“住有所
居”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省住建厅持续推进“租房
提取住房公积金”和“提前退休提取
住房公积金”两项高频服务事项“跨
省通办”，并加强“线上+线下”监管，
重点对报表数据质量不高、管理服务
不规范、资金不按规定划拨和储存等
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着力提升我省公
积金管理规范化水平，助推行业高质
量发展。

我省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

133.24万名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96.70亿元

时代 征程 伟业新新 新新 新新

环境执法人员正在检查生活污水处理厂环境执法人员正在检查生活污水处理厂。。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剑雯张剑雯 摄摄

山西讯飞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体验馆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山西讯飞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体验馆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资料图资料图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