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经济日报》社出版山西日报社主管主办

山西经济网网址：www.sxjjb.cn 投稿邮箱:sxjjrb@sxjjrb.com

指导全省经济工作的重点媒体

30
星期二

2024年7月

甲辰年六月廿五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4-0008

邮发代号 21-35

第11542期

今日8版
山西经济网网址：www.sxjjb.cn 投稿邮箱:sxjjrb@sxjjrb.com

上半年，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以
进促稳、先立后破，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有效落实各项宏观政策，生产需求稳
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质量持
续改善——7 月 29 日，记者从省统计局
获 悉 ，上 半 年 全 省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为
11186.8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1.9%，全省经济总体呈现稳定回升、逐
季向好的发展态势。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32.86亿元，同比增
长 4.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5364.79 亿
元 ，增 长 1.5%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为
5389.21亿元，增长2.0%。

农业生产稳定向好
上半年，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474.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同期增长4.8%。

夏粮再获丰收。全省夏粮总产248.2
万吨，增长0.5%；夏粮亩产313.5公斤，增
长2.0%。畜牧业生产增势良好。二季度
末，全省生猪存栏815.0万头，出栏738.5
万头，牛出栏37万头，家禽出栏13325.7
万只。猪牛羊禽四种肉产量93.2万吨，牛
奶产量73.3万吨，禽蛋产量63万吨。

工业生产降幅收窄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 1.0%，降幅较 1—5 月份、1—4
月份分别收窄0.1个、1.3个百分点。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下降1.2%，制

造业下降1.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增长4.3%。从产品产量看，
全省主要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中，原铝、氧
化铝等主要产品产量保持增长。

新动能支撑有力。上半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0.5%，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增长13.7%；消费品工业增长5%，其
中，食品工业增长4.7%；装备制造业增长
3.1%，其中，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1.5%。

服务业持续恢复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2%。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
增长8.7%，金融业增长5.3%，住宿和餐饮
业增长5%，均快于全省服务业增速。

互联网领域涨势较好。上半年，全
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3.7%。1—5 月份，全省
规模以上服务业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业营业收入增长14.8%。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72.1 亿元，同比增长 2.2%。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3143.4亿元，增长1.8%；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728.7亿元，增长3.8%。分消
费形态看，商品零售3463.9亿元，餐饮收
入408.2亿元。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

售额1439.5亿元。限额以上计算机及配
套产品零售额增长1.3倍，新能源汽车、
智能手机、可穿戴智能设备和体育娱乐
用 品 零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23.8% 、22.8% 、
17.2%和14.8%。

6 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66.9 亿元，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
额270.7亿元。

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上半年，全省
重点监测景区接待人数4577.4万人次，同
比增长10.8%；门票收入13.5亿元，增长
14.6%；经营收入21.9亿元，增长16.7%。

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全省进
出口总额 863.7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出口528.2亿元，增长19.1%；进口
335.5亿元，增长18.1%。

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回升
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2.8%，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6%，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2.2%，第三产业投资
下降3.3%。

新兴产业投资增势良好。上半年，
全省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9.2%，高
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3.7%。全省工业投
资增长12%，增速快于全省投资9.2个百
分点，拉动全省投资增长4.5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940.3
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660.9亿元。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43.3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45.6
亿元。

6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款余额60096.4亿元，比上年同期末增长
5.1%，比年初增加 2233.1 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44800.5亿元，增长9.6%，比年初
增加2856.4亿元。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

降 0.3% 。 分 类 别 看 ，衣 着 价 格 上 涨
2.1%，居住价格上涨0.6%，生活用品及服
务价格上涨1.5%，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
涨 0.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1.1%。6 月
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1%，降
幅较5月份收窄0.1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986元，同比增长5.2%。按常住地分，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389
元，增长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165元，增长6.5%。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28.3万人，完成全年目标62.8%。

总体来看，一系列宏观政策成效逐
步显现，但是，当前外部环境错综复杂，
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回升向好
基础尚不牢固。下一步，全省上下要坚
定发展信心，瞄准短板弱项，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推
动经济稳定运行，回升向好。

主要指标稳定回升 发展趋势逐季向好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观察

本报记者 王蕾

6月18日至19日，省委副书记、省
长金湘军在吕梁市调研科技创新、新兴
产业发展、重点工程建设、乡村振兴等
工作。金湘军强调，要坚持以科技创新
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
践作出新贡献。

吕梁市各级各部门始终把科技创
新作为培育吕梁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
手，围绕打造“985”重点产业链、布局创
新链、建强人才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深化与国家知识产权局、高
等院校、科研单位务实合作，统筹抓好
人才引进工作，发挥好各类创新平台作
用，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在吕梁应用、更
多科技成果在吕梁落地。

在临兴气田中联煤层气 LX-161
钻井现场，徐工深井钻机技术主管聂
景龙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尝到了科技

创新的甜头。你看我们现在的设备，
集成了猫道、铁钻工、动力卡瓦，在管
机处理方面可以实现无人工作业。”

据聂景龙介绍，他们操作的钻机
集成了整个数据化管理系统，用手机
APP 就能实时监控到钻机的运行参
数、运行状态。同时，同类型的钻机在
同等地层的情况下，新钻机效率比传
统石油钻机提高了10%左右。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临兴气
田作为我省最大的煤成气区块，肩负
着全省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的重要
目标任务，所以，吕梁十分重视科技创
新与应用。聂景龙充满自信地说：“随
着自动化、智能化新技术装备投入使
用，我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步伐
将不断加快，进一步推动我省非常规
天然气开采跑出‘加速度’。”

发展现代农业是吕梁农业科技创
新的着力点之一，目的就是加快培育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文水县下曲镇
北辛店村智慧农业示范种植项目现场，
吕梁润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薛

波告诉记者：“从我们示范种植结果看，
通过减量施肥，与常规种植相比减肥
66.9%，对提高科学施肥水平、减少面源
污染、实现化肥减量增效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文水县农田多为粉砂性（表层）及
粉砂粘性（下层土壤）土质，传统种植
采用“大水漫灌、泡田饱水”，造成了土
壤结构破坏和营养成分流失。针对这
种情况，从去年开始，吕梁润农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启动5000亩绿色低碳高质
量种植示范项目建设，采取以菌根真
菌为核心的“作物—微生物—介质—
土壤”多元协同构效生态系统法综合
改造利用技术，种植耐盐碱有机高粱、
水稻、玉米和藜麦等作物，实现农业高
质量发展。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才是关
键。基于这一认识，吕梁市大力推进校
地合作。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我们一方面赴中国矿业大学、东
南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
校就如何促进校地合作、高层次科技人

才引进和科技创新工作进行考察调研；
另一方面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为
契机，赴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深
圳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南方科技大学、
禹州集团等机构和企业考察交流，努力
吸引先进地区的人才、技术、信息等资
源在吕梁汇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从目前看，校地合作在吕梁已取得
了明显进展。例如，围绕“985”重点产
业链，该市大力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引
进计划专项，不断拓展人才引进政策支
持范围，将吕梁市人民医院、山西医科
大学汾阳学院、山西韶泽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等单位、高校和企业列入开发区
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专项支持范围，进
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吕梁市通过
两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计划，引进人
才149名，超额完成89名。这些高层次
科技人才更多向企业倾斜，不断强化企
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为吕梁转型高质量
发展助力。

吕梁：科创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劲引擎
本报记者 李全明

图片新闻

盛夏时节，素有晋南“葡萄产业
第一村”的曲沃县史村镇卫村，迎来
大田葡萄采摘季。

葡萄经纪人王先起一边忙着联
系外地客商，一边指导种植户采摘、
分拣、装箱。他笑着说：“连日来，葡
萄销量大，价格也不低，所以我们干
劲更大了。”

据了解，卫村种植了早熟巨峰、阳
光玫瑰、夏黑、红提等优质葡萄1800余
亩，每年可为农民增加收入80余万元。

图为种植户正在采摘葡萄。
本报记者 张文华

通讯员 王建圥 摄

曲沃县卫村

又迎采摘丰收季

本报太原 7 月 29 日讯
（记者 张剑雯）近日，省生
态环境厅等12个部门联合印
发《推进甲烷排放控制行动
实 施 方 案》（以 下 简 称《方
案》），将科学、合理、有序控
制我省重点领域甲烷排放。

《方案》要求，探索开展
甲烷排放监测试点，在重点
领域推广甲烷排放源监测。
按照国家重点行业企业甲烷
排放核算和报告制度要求，
我省将推动煤矿、畜禽规模
化养殖场、垃圾填埋场以及
污水处理厂等大型排放源定
期报告甲烷排放数据，开展
数据核查、抽查和现场检查
等工作，稳步提升甲烷排放
数据质量。

具体工作目标是，“十四
五”期间，甲烷排放控制政策、
技术和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甲
烷排放统计核算、监测监管等
基础能力逐步提升，甲烷资源
化利用和排放控制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煤矿瓦斯利用技术不
断完善，综合利用效率有效提
升，养殖业单位农产品甲烷排
放强度稳中有降，城市生活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和城市污泥无
害化处置率持续提升。“十五
五”期间，甲烷排放控制政策、
技术和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甲烷排放统计核算、监测监管
等基础能力进一步提升，甲烷
排放控制能力和管理水平有效
提高。煤矿瓦斯利用水平进一
步提高，养殖业单位农产品甲
烷排放强度进一步降低。

《方案》还明确了八项重
点任务：加强甲烷排放监测、
核算、报告和核查体系建设，
推进能源领域甲烷排放控制，
推进农业领域甲烷排放控制，
加强垃圾和污水处理甲烷排
放控制，加强污染物与甲烷协
同控制，加强技术创新和甲烷
排放控制监管，加快构建法规
标准政策体系，加强甲烷治理
交流与合作。

省生态环境厅等12个部门

联合印发《推进甲烷排放控制行动实施方案》

本报太原7月29日讯（实
习记者 刘迎春）水库安全度
汛，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
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面对全省611座
水库（涵盖大型 11 座、中型 72
座、小型528座，含万家寨水利
枢纽、龙口枢纽及天桥电站）的
庞大体系，我省水利系统正以
前所未有的决心与力度，全力
守护每一座水库的安全。

为确保万无一失，省水利
发展中心防御部部长、高级工
程师周全保表示，必须严格
落实以下六条度汛措施：

一 是 严 格 落 实 防 汛 责
任。所有水库落实防汛安全

“五个责任人”（行政责任人、
主管部门责任人、管理单位责
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
人）。汛前“五个责任人”均已
在社会予以公示。

二是突出抓好病险水库安
全度汛。逐库制定并落实病险
水库限制运用措施，主汛期一
律空库运行。正在实施除险加固的15座病险水库落实项
目法人安全度汛首要责任，严格落实度汛方案，扎实做好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三是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对水库大坝、溢洪道、启
闭机、闸门等关键部位开展隐患排查专项整治，特别是要
求主汛期前水库行政责任人对关键部位进行现场检查。
同时，充分发挥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设施作用，
为水库安全度汛提供信息支撑。

四是科学调度运用。根据降雨预报情况，已对台风
“格美”影响区域内不承担城乡供水任务的水库进行了预
泄腾库，为迎接洪水做好准备。遇有强降雨过程，及时开
展洪水预报分析，实施流域水库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水库
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五是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坚持提早准备、足额储备、
联合储存，大中型水库要备足防汛物资，确保出现早期险
情时能调得出、用得上。

六是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巡查防守和险情抢
护，极端天气要求加密巡查和监测频次，遇有险情迅即组
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同时，针对可能发生的洪水漫顶、渗
漏、管涌等险情，科学制定应对措施，采取设置非常溢洪
道、抢筑子堤、铺设彩条布、开挖临时泄洪通道等紧急措
施，严防垮坝事件发生。

据了解，目前，省水利厅已安排 6 名厅领导带队赴阳
泉、晋中等强降雨影响市县开展工作督导检查，确保各项
度汛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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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晋城7月29日讯
（记者 崔振海）今年以来，
晋城市围绕构建“1＋5”现
代产业体系，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全市技术转
移和成果转化蓬勃发展，技
术合同交易额快速增长。

截至 6 月底，该市共完
成技术合同交易 218 项，技
术合同成交总额达 15.7 亿
元，占上年度全年技术合同
成交额的68.6％，呈现出快
速增长的势头。其中，输出

技术合同22项，合同成交额
6830.53 万元，占成交总额
的 4.4％；吸纳（引进）技术
合同 196 项，合同成交额
15.02 亿元，占成交总额的
95.6％，凸显了该市技术创
新 以 引 进 技 术 为 主 的 特
征。218项技术合同涉及电
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
与高效节能等技术领域，与
晋城市“1＋5”现代产业体
系高度契合，科技创新支撑
产业发展的作用十分明显。

晋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显著
今年上半年，完成技术合同交易

额占去年交易总额的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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