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晋中是晋商故里，书写了
五百年晋商传奇。

改革开放之初，晋中是山西民营经
济最早起步的地方。

晋中这座城市的成长，从来都是与
广大民营企业携手共进、相互成就的。
2024年，该市民间投资完成299.9亿元，
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43.94%；预计民
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在55%
以上；民营经济税收总额215.27亿元，
占比 72%；全市民营“四上”企业 2348
个，占全市87.5%；全市民营经济市场主
体42.09万户，占全市99.73%。

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该市构建了
“1+N”政策体系，《晋中市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工作方案》作为政策体系的
总领，从打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政策
落实落细、加大多元要素支持等6方面

明确了21条工作措施，《晋中市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局际联席会议制度》

《分层级建立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
通交流的机制》《晋中市民营经济发展
2024工作要点》等配套政策凝聚系统合
力，加强统筹协调，全力推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在保障民营企业用地需求上，该市
2024 年 共 为 民 营 企 业 供 地 100 宗 、
2469.63亩；在优化政务服务上，全力推
广应用我省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
平台，2024 年平台累计上架涉企政策
3730条、政策解读245条，年度项目申报
203项；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上，
建立纳税人问题诉求“收集、整理、分析、
处理、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工作体系，
及时破解税费优惠政策落实的“中梗
阻”，2024 年全市共减免税金 101.3 亿
元，降费3.48亿元；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上，定期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该市发展
改革委协调对应市直部门明确解决方

案，助企纾困，开展民间资本推介服务，
2024年全年该市纳入全省民间资本项
目22个，计划总投资523.22亿元，拟引
入民间资本196.9亿元。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夯实民营
经济发展基础，该市在全市范围推广

“信易贷”平台，努力打造面向经营主
体、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三位一体”的
全流程融资综合服务体系，目前“信易
贷”已有3.6万户企业、33户金融机构入
驻，上架金融产品93个。

同时，统筹推进全市中小微企业融资
协调工作。牵头建立市级中小微企业融
资协调工作机制，组织金融管理、银行等
机构开展集中联合办公，统筹各县（市、
区）高效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目
前，全市走访企业已超过90%，4300余户
企业获得融资支持171亿元，2024年晋中
市银行放贷金额居全省第二。在此基础
上，以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为着
力点，以“普惠金融推进月”“聚势新质生
产力、融合赋能益企行”等活动为载体，
加强政银保企对接，提升普惠服务质
效。2024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
增长13.44%，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较年初增加26.1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此外，持续为企业提供司法保护。
截至目前，该市为企业提供免费法律咨
询 36248 次，受理特殊群体法律援助
1603件。

民营企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更是创新驱动的“发动机”。

今年2月24日，晋中市召开民营企
业座谈会，要求全市上下坚决落实国家
及我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存量
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拓展民营经济
投资空间、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护航民
营经济做大总量、扩大增量、提高质

量。同时，鼓励民营企业把创新摆在突
出位置，发挥“晋创谷·晋中”大学城、综
改区、农高区“一城双区”创新模块引领
作用，引导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四链”融
合，建立“创新龙头企业—瞪羚企业（独
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
体系，用好开发区、专业镇、产业链、产
业园等抓手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端
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集链集聚集群、
向新向绿向效。

此次会议强调，要注重培优民营企
业家，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民营企业家
政治底色，引导企业家提升能力本领，
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大
做强做优，履行社会责任，厚植家国情
怀，为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
生等多作贡献，为社会奉献爱心。

会议还提出，全市上下要优化环境，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放开手脚搞经营、心
无旁骛谋发展。以政策环境赋能，完善
政策落实机制，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以营商环境固本，聚焦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
建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做到企
业办事无忧、政府无事不扰。以服务环
境助力，把民营企业家当“自家人”、把
企业事当“自家事”，健全常态化调研服
务机制，精准助企纾困。以法治环境护
航，强化执法监督，依法保护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以政商环境
保障，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立政商交
往正负清单，“亲”而有度、“清”而有为、

“清”上加“亲”，让企业和企业家专心创
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晋中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
一个“春天”已经到来。

打好政策组合拳 优化营商软环境
——晋中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纪略

本报记者 郝光明

吕梁东麓，汾水之阳，汾阳市以
其独特的白酒产业持续为当地经济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去年以来，该
市紧紧围绕“以酒为基、以旅为纲、
酒旅融合、多元发展”的发展思路，
通过政府引导、酒企参与、编队出
征、全国推介的方式，推动“汾清天
下·杏花村汾酒专业镇”全国行活动
顺利举行，为汾阳白酒产业发展蓄
势赋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白酒是汾阳市的主导产业。自
获得“首批省级重点专业镇”称号以
来，杏花村汾酒专业镇逐渐成为汾
阳市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汾阳市在厚植产业发展根基、
培育内生动力的同时，坚持高水平

“走出去”敲门招商和高质量“请进
来”共赢发展有机结合，以“汾清天
下”的整体形象走向全国，走进市
场一线，以酒为媒促开放，搭建贸
易交流、洽谈和展示的开放通道，
持续推动杏花村汾酒专业镇高质
量发展。

作为汾阳清香白酒品牌集中向
外展示的重要平台，2023年，“汾清
天下·杏花村汾酒专业镇”全国行活
动足迹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新疆、
兰州、重庆、海口、广州等全国多个
重要城市。2024年，该活动进一步

扩大范围，以省会城市为起点，逐步
向市县城市延伸，突出白酒主题，兼
顾其他产业，先后在河南、辽宁、内
蒙古、山东、河北、浙江等六省开展
了十五场推介活动。活动不仅提升
了汾阳白酒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
在发展友好城市、搭建交往渠道、增
进合作共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果。2024 年 1—11 月，杏花村汾酒
专业镇总营收达228.8亿元，同比增
长11.9%，汾阳市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均位居吕梁市前列。

一路行来，汾阳酒企携各自明

星产品，跨越天南海北，走过千山万
水，向八方宾朋展示清香型白酒的
风采。每一场推介活动，都是为友
情而来、为交流而来、为发展而来。
通过招商推介和文旅融合推介，汾
阳不断拓展其作为清香型白酒核心
产区、世界十大烈酒产区、世界美酒
特色产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让千
年清香历久弥醇，让牧童骑牛徜徉
五洲。

“走出去、请进来”是汾阳招商
的关键策略。为了让汾阳白酒品质
价值、产区特色和文化核心在抱团

发展中充分绽放魅力，当地酒企纷
纷秀出“看家本领”，展示出强大的
吸引力，所到之处的经销商、行业代
表也热情参与，双方在双向“奔赴”
中不断收获惊喜。多项招商引资集
中签约活动随之举行，进一步推动
了汾阳白酒产业的快速发展。

而今，杏花村汾酒专业镇“走出
去”的步伐日益加快，“朋友圈”不断
扩容，知名度、影响力逐渐提高。汾
阳白酒产业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为
当地经济发展蓄势赋能，不断书写
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汾阳：白酒产业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
本报记者 李全明 通讯员 吴丹 杨圣军

春节档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
海》热度持续攀升，不仅点燃了各大
影院，更催动太原文创市场强势升
温。从邮票、手办到徽章、文具，太
原文创产业借势顶级IP，在钟楼街、
北美天地等核心商圈持续掀起消费
热潮，展现出国潮文化赋能实体经
济的强劲动能。

2月15日，在北美天地时尚中心
的动漫酷玩店，各类哪吒手办占据了
展柜的“C 位”，从 3D 立体邮票到可
动关节模型，各品类文创产品应有
尽有。一名销售人员一边向记者展
示实时销售数据一边介绍道：“电影

收藏卡不断补货，又不断售罄，下一
批货品一周后才能到货。”

钟楼街晋礼文创店内同样掀起
了哪吒销售热潮，一名店员边补货边
介绍：“自从哪吒火了，我们店里的生
意也跟着火起来了。每天都有大量
顾客前来购买各类文创产品，销售额
也持续攀升，毛绒崽崽哪吒已经补货
好多次了，实在是太抢手。”一名本地
学生攥着压岁钱感叹：“省了三个月
零花钱，就为给弟弟抢限量版‘风火
轮’书包”。

不远处的文创生活杂物社内，各
种将传统神话元素与现代潮流工艺
巧妙在一起结合的哪吒文创产品让
人目不暇接，店主赵老板忙得不可开
交。“哪吒周边产品的销售火爆情况

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电影上映后，
每天都有大量顾客进店购买。”赵老
板感慨地说：“短短一周内，哪吒的各
类周边产品就轻松售出上千件。”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了现象背后
的深层逻辑：“哪吒热”在太原的迅
速蔓延，与当下国潮文化的蓬勃兴
起密不可分。国潮经济释放出的乘
数效应，有效拉动了太原市各大商
场的整体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太原
文创产业与文旅经济的联动发展。

“一个IP激活一条产业链，这种文化
认同催生的消费力量，为太原文创
市场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该
业内人士表示。

上图：哪吒文创商品吸引年轻人
驻足观赏。 本报记者 王昕 摄

省城文创市场“踩”上“哪吒风火轮”
本报记者 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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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知名民营企业龙湖精密电子晋中市知名民营企业龙湖精密电子（（山西山西））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展厅一角展厅一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郝光明郝光明 摄摄

本报太原2月27日讯（记
者 姚凡）近日，记者从中国
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铁太原局”）获悉，
为期40天的2025年春运落下
帷幕，国铁太原局累计旅客发
送量达 947.1 万人次，同比增
加24万人次，增幅2.6%，圆满
完成春运运输任务。

为科学安排春运客运能
力，国铁太原局根据客票预售、
候补监测数据，精准实施“一日
一图”，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
加开夜间动车组等方式，全力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春运期
间，国铁太原局累计加开动车

组列车454列（其中夜间动车
组184列），累计动车组列车重
联运行1085列，累计加开普速
列车613列，日均始发客座能力
达到21万个。管内大同站、天
镇站、阳高南站，侯马西站旅客
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最高纪录。

春运期间，国铁太原局所
属4对“公益性慢火车”正常开
行，经瓦日铁路运行的太原往
返安泽 K7835/6 次列车扩编
运行。太原往返左权的旅客
列车开通运营，结束了平定、
昔阳、和顺、左权4个革命老区
县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方便
了沿线老区人民群众出行。

国铁太原局累计发送旅客947.1万人次

本报太原2月27日讯（记
者 张剑雯）记者日前从山西
航产集团获悉，2025年春运期
间，山西航产集团各机场累计
保障旅客运输 249.5 万人次，
较 2024 年同期增长 2.69%；累
计保障航班 2 万余架次，较
2024年同期增长2.11%。

据统计，春运期间，太原
机场服务保障有序进行，累计
运输起降共计1.26万架次，旅
客吞吐量达173.41万余人次；
运城盐湖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航
班2977架次，同比增长13%，运
送旅客33.4万余人次，同比增
长10%，运输货邮997.8吨，同
比增长21%；大同云冈国际机
场累计运输旅客吞吐量14.02
万余人次，安全保障航班起降

1260 架次，完成货邮吞吐量
154.4吨；临汾尧都机场共完成
运输起降882架次，旅客吞吐
量8.36万余人次，货邮吞吐量
278.1吨；长治机场春运期间，
共保障航班起降894架次，同
比增长18.57%，运送旅客8.35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9.5%；吕
梁机场共计保障运输航班962
架次，旅客吞吐量 7.5 万余人
次，货邮吞吐量102吨，分别同
比增长34%、23%、51%；五台山
机场共保障旅客吞吐量4.45万
余人次，同比增长42.8%；航班起
降453架次，同比增长19.7%。

春运期间，山西航产集团
各机场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服
务举措，克服恶劣天气影响，
圆满完成春运保障任务。

山西航产集团保障旅客运输249.5万人次

本报朔州2月27日讯（记者 刘
成根）日前，朔州市迎来重大项目建
设新高潮，12 个总投资达 15.97 亿元
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为该市奋力冲
刺首季“开门红”和全年经济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的12个重
点项目涵盖工农业发展、固废资源综
合利用、民生改善等多个领域，包括
锂电池储能系统生产、耐高温隔热材
料生产、智能烧烤机器人项目、沙棘
果加工等。这些项目不但规模体量
大、质量结构优，而且带动效应强，其
中有 7 个项目属于省级重点产业链
项目。

今年以来，朔州市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严格按照“重大项目建
设年”的部署要求，持续开展项目谋
划储备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现有盘
子项目总数已达 1275 个，总投资额
高达 3388.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89
亿元。

奋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朔州12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太原2月27日讯（记者 栗
美霞）2 月 25 日至 26 日，由省委宣传
部指导、省文旅厅主办的 2025 年“两
节”全省优秀剧目展演迎来一场感人
至深的经典大戏——阳泉市晋剧院
携晋剧《芦花》登陆太原华夏剧场，为
观众献上了一份兼具艺术价值与社
会意义的戏曲大餐。

《芦花》改编自《二十四孝》中“单
衣顺母”的故事，讲述春秋时期孔子
弟子闵子骞的孝行。剧中，闵子骞遭
继母苛待，寒冬中被填入芦花的棉衣
无法御寒，父亲得知真相后欲休妻，
子骞却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
的至善之言感化继母，终使家庭和
睦，这一故事被百姓称为“最贴近人
心的道德课”。

阳泉市晋剧院以细腻的舞台演
出再现了这一经典，一级演员刘卫
平、张红红等人的精彩唱腔和精湛
演绎，与晋胡与梆子声奏响的悲怆
乐章相辅相成、震撼人心，将戏剧冲
突推向高潮，引得观众潸然泪下。
一位现场观众感叹：“演员的表演直
击心灵，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中‘以
德报怨’的力量。”

作为一部以传统孝道为主题的
戏曲剧目，《芦花》不仅为 2025 年“两
节”展演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
为传统戏曲的当代传承作出了应有
贡献，更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
道德观，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促进家庭和睦、提升社会道德水
平具有积极意义。

倡孝道 颂美德

晋剧《芦花》在并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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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2月27日讯（记
者 马永亮）近日，一项储能
核心技术许可交易在中知（山
西）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主导运
营的省专利转化交易平台顺
利达成，成交价格近 5000 万
元，成为我省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支撑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又一标
杆案例。

此次技术许可项目标的
技术科研含量高、产业化前景
广阔，但涉及跨区域科研机构
与省属国企的合作，技术价值
评估、交易模式设计及风险分
担机制等环节较复杂。中知
（山西）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充分
发挥省专利转化交易平台资源
整合优势，基于技术领域特征、

许可模式适配性及交易主体需
求，量身定制全流程转化方案，
通过精准匹配技术供需、优化
交易路径，引导双方依托规范
化市场渠道完成项目报批、专
利资产评估备案及价格磋商，
有效破解了技术定价难、对接
效率低等转化堵点，为交易高
效推进提供了专业保障。

在交易推进过程中，省专
利转化交易平台深度参与技
术价值评估与价格协商环节，
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定价机
制，并创新采用“分期支付+效
益挂钩”的灵活付费模式，既
保障技术输出方权益，又降低
受让方初期投入压力，彰显了
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机制的
活力。

省专利转化交易平台

助力一项高价值储能技术成果落地

本报太原2月27日讯（记
者 张剑雯）记者今天从太原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2024 年，
太原市通过实施一系列扎实
有效的措施，全面提升了危险
废物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
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和化解了
环境风险。

据统计，2024年太原市共
有1562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完成 2023 年度产废年报申报
登记工作，16 家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按要求完成了经营情
况报送。同时，1527 家危险
废物产生单位完成了 2024 年
度管理计划备案，全市6家小
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
位也顺利投入运行。经过企

业自查、县级全面检查和市
级重点抽查，太原市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省级评估等级
保持了A级。

去年以来，太原市生态环
境局探索推行一般工业固废
电子台账，并全面开展典型大
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排
查工作，组织开展打击固体废
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有
效防范和化解了一般工业固
废环境风险隐患。同时该局
积极推进尾矿库污染隐患排
查治理，督促全市尾矿库运
营、管理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和
市县检查。经省生态环境厅
核定，太原市14座尾矿库已全
部完成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太原提升危废和一般工业固废管理水平
去年6家小微企业危废收集试点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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